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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 21 日

第三届通州区乡村小学语文骨干教师培育站

主 持 人：蒋晓飞

★ ★ ★ ★ ★ ★ ★ ★ ★ ★ ★ ★ ★ ★ ★ ★

聚焦统编教材精准导航，探究核心素养精彩纷呈

12 月 21 日清晨，天地间雾霭缭绕，宛若仙境。带着这份如幻的美丽，

诗意的朦胧，我们乡村小语骨干教师培育站的学员们再一次相聚通州实小，共

享一场精彩的教学盛宴——南通中青年名师王笑梅工作室课堂教学展示活动。

导 师：王笑梅

指导组成员：朱水平 邱洪艳 陈李娟 黄沛霞

编 委：程洁珺 张爱林 陈海林 薛晓光 袁施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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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通州区乡村小学语文骨干教师培育站研修活动 （研修简报第 13 期）

本次活动邀请了南通市名师导师团团长王笑君、南通名师导师团副团长

唐铁生、南通市名师第一梯队导师团秘书长任梅英、通州区教师发展中心学

科研训部副主任瞿德泉等名家参加。此次活动意在聚焦核心素养，开展课堂

教学研讨活动，用真实生动的课堂对统编教材进行精准解读，彰显生命语文

的崭新活力。本次活动的上课老师可谓是群英荟萃，培育站主持蒋晓飞、指

导组成员朱水平及邱洪艳老师都亲自“掌勺”，为培育站的学员和通州区各所

小学的教师代表“烹制”了一道“年末大餐”，让人意犹未尽、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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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动一共开设 14节语文课，可谓精彩纷呈。活动设有两个会场，

会场一在通州实小第一会议室，会场二在实小蕊春剧院。两个会场同时开

课，分别由培育站的指导老师黄沛霞和陈李娟主持。

黄老师主持亲切婉

约，令人如沐春风。

陈老师洒脱大气，彰

显知性魅力。

第三届通州区乡村小学语文骨干教师培育站研修活动 （研修简报第 1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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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内容丰富多彩，课堂形式不拘一格

此次活动课堂展示，以统编教材教学为主。执教老师能以培养学生核心

素养为目标，紧扣本单元的语文要素，展现出不同的教学风格，为听课老师

奉上了一场难忘的精神盛宴。

本次活动文本题材丰富，课型多样。既有有趣的童话故事，如《狐狸分

奶酪》《去年的树》，又有古诗教学，如《村居》《池上》；还有文言文学习，

如《司马光》《守株待兔》，另外还有口语交际课《名字里的故事》，整本书

的阅读指导课《走进阿洛》。

14节课，14 道“美味佳肴”，让听课老师大快朵颐。

第三届通州区乡村小学语文骨干教师培育站研修活动 （研修简报第 1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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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站主持人蒋晓飞、指导组

成员朱水平及邱洪艳老师平常工作

繁忙，但她们热爱教育初心不改，

为学员们上好示范课。我们既感动

于她们炽热的教育心，更惊叹于她

们精湛的教学技艺。

站内导师精准导航，榜样示范润物无声

蒋校长在教学中还适时启动了故

事思维，引导学生在思维导图中理清

故事情节，紧扣故事呈现的核心词语，

创造性地生动讲述，不仅有效落实了

单元导读的教学目标，更是着力培养

了学生提取信息和语言表达的能力。

真是“听君一堂课，胜教十年书”呀！

蒋晓飞校长执教《带刺的朋友》

一课，巧妙地引导学生在留白处进

行合理猜想，无痕地彰显出故事文

本的独特魅力。课堂上，蒋校长匠

心独运。她敏锐地捕捉到文本中的

“故意”隐写处——刺猬在树枝上摇

枣所蕴含的诸多智慧，带领学生驻

足“停”这个动词，深刻体会文本“简

单的动作不简单，平常的动作见高

明”的表达秘钥。

第三届通州区乡村小学语文骨干教师培育站研修活动 （研修简报第 1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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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小学阶段的文言文教学，教者如何在把握度的同时又不失“古典的训

练，文化的教育”呢？指导老师朱水平校长用灵动扎实的课堂实践给出了答案：

强调“读”，意在玩味；强调策略，意在方法；强

调思维，意在素养。《守株待兔》

所在单元的总目标就是指向于“读

寓言故事，明白其中的道理”。课

堂中，朱校长又巧妙链接寓言故事

《南辕北辙》，引导学生在读中明

理，自然无痕，育人于心。

对于统编版教材第一篇

文言文《司马光》究竟该怎么教，

指导老师邱洪艳老师为学员们作

了很好的示范。课堂上，邱老师首

先让孩子自主发现文言文与白话

文的不同，感受文言文语言凝练的

文体特点；接着，她带着孩子一起

发现文言文的阅读策略，即借助注

释和图理解意思，联系上下文理解意思，组词帮助理解意思等。课堂上，多样

化的朗读不仅让孩子们感受到文言文简短文字背后隐藏着的丰富意蕴，也为文

言文的背诵作了铺垫，真是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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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点评切中肯綮，高屋建瓴诗意引领

本次培训活动，得到了通州区教师发展中心的大力支持。培训中心副主任、

通州小语的掌门人瞿德泉亲临课堂，并对本次活动作了精彩点评。瞿主任从国

家课程设置方面指明方向：落实立德树人、关注核心素养、立足语文要素。他

从南通市课堂教学十二字方针提出改进要求： 追求踊跃展示，提高合作成效。

希望一线语文教师用好统编教材，关注单元目标，用好课后习题，落实语文要

素，提升学生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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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特级教师、培育站导师王笑梅校长对本次活动倾注了大量心血。她

在聆听了汇报课后，针对每一节课作了精彩点评。她聚焦“生命课堂”，展开了

两个维度的评课。王校长盛赞每一位执教老师的生命成长呈现出独特的生命

样态，各具风格，各美其美，汇聚到一起，则展现出生命语文的昂扬姿态和

勃勃生机。王校长还赞扬老师们对教材的理解和把握精妙妥帖，使教材的生

命在课堂中更加立体丰厚。王校长的评述有高度，有深度，有广度，更有温

度，培育站学员的每一次成长飞跃都离不开王校长的指引和鼓励。她是钟情

教育、一路领飞的智者，那奋飞的背影必将鼓励着每一位学员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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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最后，南通市名师导师团团长王笑君对本次活动作了精辟入微的总

结评价。他充分肯定了此次课堂展示活动的意义，希望这样的真学习、真研

讨能够引领真性成长。鼓励工作室老师们继续深耕课堂，将专业成长的文章

写在令孩子们拔节生长的每一节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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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巷”到“门前”

通州区兴东小学 钱栋彬

“小巷/又弯又长/没有门/没有窗/我拿把旧钥匙/敲着厚厚的墙。”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在专

业上就像顾城的这首《小巷》，孤陋寡闻，徘徊、迷茫。这次培育站导师团队聚焦部编教材，组

织王笑梅育人工作室的名师们奉献了精彩的示范课，我感觉，小巷的天空有了光。以下是几点

感悟。

对文本的锐利切入和大胆剪裁。匠心和魄力建立在对部编教材编排特点的把握和对文本深

度解读的基础上。王树峰校长聚焦对话学表情，先从教师自编儿歌入手，儿童在趣味中了解故

事大意。接着品读无提示语对话，孩子们发现了对话对故事情节的重要性。接着品味狐狸的几

处笑，挖出狐狸主动提出分蛋糕时虚情假意又要掩盖真实动机之笑，受到质疑时得了便宜还卖

乖之笑，最后消灭证据得意非凡有恃无恐之笑，一步步引人入胜。孩子们进一步明晰：抓住表

情读对话才能走入人物内心，把握他们的真实心态。朱国忠主任透过两个“小”字和“不解”显小儿

之爱吃爱玩的可爱天真顽皮，悟诗人之爱。他的点拨要言不烦，如热刀切牛油般爽滑痛快；他

的释疑如庖丁解牛，全在经络处下手。

专业阅读指导下的精准教学。王树峰校长通过精心的设计让二年级的孩子们明白：表情是

传情达意的重要辅助，包括面部表情、音调表情和肢体表情。朱国忠主任将诗歌发生学融入课

堂：遇到恶霸，战战兢兢，就没有诗；遇到农民，忧心忡忡，就没有诗；遇上敏感、闲适的白

居易，就有诗。自由的孩子才能遇到诗。“看似反常处，匠心独运处”，“勿学常人意，此间分是

非”，“看似恼人处，恰是创美时”，“看似平常处，浅语的艺术”……这些金句脱胎于高深玄奥的

文艺理论，却又质朴地滋润着童心，涵养着文心。从语文课到审美课，再到创美课，真是思接

千载视通万里，随意取用教学资源，想落天外妙笔迭出。从课堂遗落的只言片语，可以窥见朱

主任对白居易诗、白君易人的广泛熟知，对古典诗论、现代文论的深刻认识。这堂课的宏大和

渊深让我情不自禁联想到刘慈欣的《三体》。

以儿童的立场、儿童的姿态和儿童对话。王树峰校长表演狐狸卖乖时可笑而传神，演技精

湛到让人想打他。朱国忠主任各种吟诵和歌唱，古典味道、现代感觉、通州话、粤语……边唱

边演，完美诠释“这首诗不仅属于夏季也属于冬季，不仅属于北方也属于南方，它属于全中国的

孩子。”在他们的课堂上，儿童站在课堂中央，但老师也是“浑身散发着光芒的人”。电影

第三届通州区乡村小学语文骨干教师培育站研修活动 （研修简报第 1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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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怦然心动》里说：“有的人浅薄，有的人金玉其表败絮其中。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彩虹

般绚烂的人，当你遇到这个人后，会觉得其他人都只是浮云而已。”语文老师就应该是这样

的人，具备亲和力、鼓动性，发出温暖的光，智性的光。

非常注重合作的策略，关注合作时的情意状态。吴林飞主任在开启合作行动时叮嘱“感

兴趣或不理解的地方可以向讲的人提出来”，王树峰校长在小组演练时强调“愉快分工加颗

星”，杨玉林老师在碰撞思维时提醒孩子“注意倾听别人的回应”。这些小贴士是有效合作、高

效合作的保障。

非常遗憾，由于一些俗务的纠缠，我只听到了后面几节课，这些重量级的“大课”没能一

一聆听。即便如此也大有收获，头脑中訇然作响。对我这样的乡村教师而言，专业的门依然

厚重，但并非遥远到不可触及。想到了顾城的另一首诗《门前》：“早晨，阳光照在草上/我

们站着/扶着自己的门扇/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

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

第三届通州区乡村小学语文骨干教师培育站研修活动 （研修简报第 1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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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准支点有效阅读 关注生命绽放精彩

通州区金北小学 曹婵娟

12 月 21 日，以“聚焦部编教材亮点，共研小语教学新路径”为主题的乡村小语骨干教师

培训站活动再一次点亮我们所有学员的心灯。本次活是“王笑梅工作室”的 14 位优秀教师给我

们上课，蒋晓飞校长亦亲自做了最好的示范。14 堂课，我只能听一半！只恨分身乏术！每一

位执教老师都有独到的智慧，每一堂课都呈现出醉人的精彩。

翻阅学习记录，细品细悟，心中的那盏灯越来越亮，逐渐清晰成我眼前语文教海中的航

标灯——找准支点有效阅读，关注生命绽放精彩。

蒋校长为我们执教《带刺的朋友》一课。这堂课紧紧抓住“聪明的小东西，偷枣的本事

可真高明”这句话，以“高明”一词为支点，引领学生有效阅读。小刺猬的本事到底高明在哪里？

啊，小刺猬会选择朦胧的月夜“诡秘”地爬。通过指导表演，孩子体会到刺猬“诡秘地爬”就是

一边爬一边东瞅瞅西瞧瞧，不让别人轻易的发现。“小刺猬为什么爬着爬着停了下来？不一

直趴下去？”这回蒋校通过形象的图示，引导孩子们明白，刺猬“停”得恰到好处。啊，这真是

——简单的词语不简单，平常的动作见高明！接下来由“扶”到“放”，引导孩子小组学习，思

考表达“还从哪些动作之间体会到小刺猬的高明？”以“小刺猬偷枣的

本事真高明”为开头，看着自己画出的思维导图让孩子们讲故事……扎实的阅读，深入的思

考，丰富的形式让孩子的语文核心素养都得到了最好的发展。

陆艳玲老师为我们执教《阿娜尔姑丽》这篇课文。《阿娜尔姑丽》是部编语文教材当中

五年级的一篇散文，内容较深，孩子要一下子就读懂还真不容易。“你觉得本文主要写以《阿

娜尔姑丽》为代表的南疆民歌，还是写勤劳能干的南疆人民？”陆老师以此为支点，作为理

解课文的突破口。这问题一提出，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孩子们跃跃欲试，各抒己见。这个

思维含金量特足的问题充分调动了孩子学习的积极性，激发起他们主动探究的欲望。在孩子

的思维冲突形成的时候，教师进一步引导孩子通过看课题，读文章的开头、结尾（长句不容

易读懂，不易提取信息，便指导孩子把长句缩成短句，一下就读明了），指导品课文的主要

内容，从而深入浅出地让孩子明白这篇课文其实写的是以《阿娜尔姑丽》为代表的南疆民歌。

邢卫国老师和王树峰老师。同时执教了《狐狸分奶酪》这篇童话，这两堂课虽然构思不

尽相同弄，但是都以“角色朗读”为抓手，指导关注文中关键词和标点，以狐狸的神态，动

第三届通州区乡村小学语文骨干教师培育站研修活动 （研修简报第 1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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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语言为支点，引导孩子们在合作中体会角色形象，进行有分角色朗读表演。在角色朗读、

表演读中走进狐狸和小熊兄弟的内心，进而明白深刻的道理：“同伴之间斤斤计较，就会给别

有用心的人有机可乘。”

瞿卫华老师为我们执教了课外阅读的指导课《走进阿洛》。他带领同学们将课内阅读的方

法用到课外阅读中去，引导孩子抓住人物的语言，神态，动作，心理活动来走进小说的人物

形象。教学中瞿老师关注儿童的生命，孩子们给人物形象突围卡中写关键词，老师并没有硬

性要求：“能写几个就写几个。”孩子们心灵舒展，快乐表达。小组活动时，教师设计了人物

形象体会卡的七个选段，让孩子自由选择阅读体会，同一选段的同学集中交流。愿意在全班

交流阅读体会的小组很多，怎么办？同学们用猜拳的方式决定谁来汇报，这样把课堂的主动

权还给孩子，让孩子的心灵得到自由的发展。

省特级教师张鹏为我们执教三年级的文言文《司马光》。他的课看似波澜不惊，但是却是

扎扎实实逐渐推进。《司马光》是部编教材中孩子们所接触的第一篇完整的小古文，教学中，

张老师并没有带领孩子字字落实精准翻译，只是引导孩子在古今文对比中，在看插图、勤朗

读、看注释、说故事中培养孩子对文言文的初步的兴趣和美好感情。我觉得教师把握的这个

教学目标非常精准到位。张老师以“司马光是个怎样的人”为支点，带领孩子，在表演采访，

讨论。这些方法中让孩子明白，在当时，用石头来砸缸是最好的一种救人方式。，从而明白司

马光是一个遇事冷静、聪明果断有的孩子。最后，教师还拓展司马光以后勤奋好学的故事，

长大后十九年如一日编写《资治通鉴》的简短故事，从而让孩子认识了一个全面的、立体的、

丰富的司马光。这样的课堂，孩子收获的不仅仅是关于“文言文”的知识，更给孩子的生命点

亮心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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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教学，向青草更深处漫溯

通州区平潮小学 程洁珺

12 月 21 日清早，浓浓的雾气像个淘气的娃娃，把红红的太阳藏了起来，天地间白茫茫

的一片。在雾中穿行，我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朱国忠老师执教的《池上》一课，让我享受

到古诗教学的美好，语文教学的无穷魅力！

《池上》一诗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所作，是一首五言诗，全诗一共 20 个字，平白如话，

富有韵味。诗人以他特有的通俗风格，将诗中的小娃娃描画得天真活泼。在听课前，我不禁

想：这一首平白的儿童诗，该怎么教呢？孩子们读读诗句，读读解释，就能读懂诗意。像这

种一读能懂的古诗我们该教什么？怎么教？听了朱老师的课，我的心中有了谱……

一、恰到好处的引，把学生引向诗歌深处

上课的第一个环节，朱老师没有直接让孩子说出诗的意思。我略一沉思，的确不需要说

意思，孩子们都能从字面上读出来。朱老师巧妙地引导一下：“这首诗老师说了上百遍，你

初读时平淡，再读时你觉得有问题吗？让你吐槽一下！”

引导孩子质疑的同时，把孩子引入了诗歌深处，“用了两个小字，重复吗？为什么？”“为

什么要偷采？”“作者为什么要给他写诗？”通过辩论，一个天真活泼的可爱的孩童形象住进

了孩子心里。

二、丰富多样的读，把学生引向文化深处

为了让学生理解得更深刻，也为了让孩子感受到诗歌的有趣，朱老师在课堂上带领孩子

充分地读，变着花样读，读出了韵味，读出了节奏，更读出了诗歌的魅力。

课堂上，老师先把这一首古诗变成了一首现代诗，既帮助孩子进一步理解了诗的意思，

又潜移默化中让孩子体味到古诗的有趣。接着，又让孩子按照节拍韵律读，让孩子用通剧来

唱《池上》，用流行音乐唱。又让孩子伴着音乐来演一演，唱一唱。然后，又引导孩子借助

熟悉的旋律《踏雪寻梅》《静夜思》《小鞋匠》来吟唱，孩子们在吟唱中充分享受到古诗学习

的乐趣，真正地明白了“吟唱”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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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仿创新的写，把学生引向写作深处

《池上》一诗用叙事的话语，刻画了一个天真烂漫的孩童形象，这种写作风格孩子易于

模仿。朱老师抓住了诗歌的这一特点，给了孩子几幅妙趣横生的图画，如采桑葚、采桃子等，

“孩子一看到图画就有话可说了”。孩子模仿《池上》进行创作，写得生动有趣。点评时，朱

老师又巧妙地把孩子们创作的诗歌和白居易的《池上》作比较，从而让孩子进一步感受到古

诗的意韵，也把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种子播撒到孩子的心田。

平白如话的古诗教学，需要我们教师充分地备课，大胆地创新，从而带领孩子“向青草更深

处漫溯”……

第三届通州区乡村小学语文骨干教师培育站研修活动 （研修简报第 1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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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课堂 生命的教学

通州区姜灶小学 吴宇华

12 月 21 日，我们培育站的学员们早已来到了实验小学，共享这一次精彩的“通州好老

师育人论坛暨南通中青年名师 王笑梅工作室”课堂教学展示活动。展示课分两个报告厅同

时进行，一共有十四节课，所用教材大多选自部编版新教材，题材多样，这让我们对部编

版新教材的教学，有了新的体验和新的收获。

认真聆听了陈桂萍老师的《雾在哪里》，蒋晓飞校长的《带刺的朋友》，吴林飞老师的

《名字里的故事》，朱国忠老师的《池上》，杨玉林老师的《铺满金色巴掌的水泥道》，王树

峰老师的《狐狸分奶酪》，瞿卫华校长的《走近阿洛》，我发现这些执教老师都有一个共同

的特点，那就是特别关注儿童，他们的课堂是注重儿童生命教学的语文课堂。这样的语文

课堂是学生张扬个性的舞台，是学生生命成长的原野。

在教学中，每一位老师根据教学实际，运用自己的教学智慧和创造力，挖掘蕴含其中的无

限生机与活力，把课堂营造成生动活泼的学习乐园，让学生在愉快的学习环境中进行实践

体验，使他们在活动中学习语言文字，感悟道理，体验情感。

部编版教材的启用，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新的创造，那我们应该如何去教学，让

我们的课堂真正成为儿童的课堂？听了这些课之后，我有了如下的一些思考：

一、关注儿童视角，解读文本

文本解读是课堂教学的起始，目标的确定，内容的选择，思路的形成无不是从文本解

读开始的。无数教学实践证明，教师文本解读正确、深刻与否，从根本上关系到教学的成

效。然而一直以来我们往往习惯于从作者的视角，把握文本的价值取向；读者的视角，读

出自己的感悟；语文的视角，捕捉教学的重难点，却常常忽视以学生的视角透视文本，把

握学情。为此，教学过程中常会出现这样的尴尬局面，教师不厌其烦地追问，学生一脸莫

名其妙的对视；教师激情洋溢的讲解，学生一脸熟视无睹的茫然。究其原因，学生压根就

欠缺这方面的认知体验，他们与文本、教者、编者的心理距离似乎不可逾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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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指出：“儿童的经验是教学的起点。”一切教学内容都需要在学生以往的经验积累中寻找

到链接点，否则无法被吸收、内化，只能是一堆文字符号，对学生生命的成长没有实质性的

意义。而只有以儿童的视角解读文本，才能了解学生“已学的，应学的，要学的”，才能把握

学生的兴趣点，找准问题切入点，制定好准确的课时目标，选择好恰当的教学手段，预设好

合理的教学环节，最终实现语文课堂的高效节能。

二、关注儿童心理，激发兴趣

儿童具有好奇、好动、好胜等特点，因此我们的教学活动应倾向于情境的创设，兴趣的

激发，有目的地引入或创设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的，以形象为主体的生动具体的场景，以激发

学生一定的态度体验，从而帮助学生理解教材，并使学生的心智得以发展。

在教学中，我们要联系教材特点和学生的心理特点，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让学生聆

听美的声音、欣赏美的画面、感受美的形象、激发学生的表现欲，发展学生的个性特长，鼓

励学生个性化的体验和表达方式，使阅读成为赏心悦目的享受，成为学生自我表现的舞台，

催发学生主动阅读的热情。

三、关注儿童发展，培养习惯

“什么是教育？”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说：“一句话，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这就要

求我们要关注儿童的发展，不仅要教语文知识，而且要教给学生学习语文的基本方法，使他

们逐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为学生终身学习语文奠定坚实的基础。叶老曾说：“凡是好的

态度和好的方法都要使它转化为好的习惯。”那么该如何达成这一目标呢？首先我们要增强

培养的意识。良好习惯的养成非一日之功，须经过反复训练。因此要对学生以高度负责的精

神，从起始年纪抓起，从每一件小事，每一个细节抓起，处处以身作则，潜移默化教育学生，

影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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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富有生命感的课堂里，教师真诚地邀请生命进场，“把生命放在生命里”，而不是随

意地揉搓儿童的生命；智慧地开启生命感觉，释放生长的活力，而不是以知识的名义奴役

儿童的生命。

生命课堂呼唤对生命的尊重，它要求我们拥有爱满天下的育人情怀，为生命课堂倾注

热情；更需要我们时刻不忘“遵循语文规律，坚守儿童立场”，为语文课堂注入生机与活力！

第三届通州区乡村小学语文骨干教师培育站研修活动 （研修简报第 1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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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统编教材精准导航，探究核心素养精彩纷呈。新教材，新课堂，新

思维，新启发！一天的研修活动带给我们满满的收获与幸福。数九天，虽严

寒，但我们心更热，情更切。我们对语文教学的思考与探索又走向了新的征

程。静心思考后，我们必将从“心”开始，让教育走向更加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