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修简报
（第 4 期）

2018 年 9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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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 师：王笑梅 王爱华

指导组成员：朱水平 邱洪艳 陈李娟 黄沛霞

编 委：王燕霞 杨志祥 陆歆予 袁施春

★ ★ ★ ★ ★ ★ ★ ★ ★ ★ ★ ★ ★ ★ ★ ★

“山竹”远去，骤雨初

歇，碧空澄澈，清风拂面。

踏着初秋的朝阳，我们如约

来到实小。看，培育站导师

王笑梅校长亲自来到校门口

迎接我们，用那富有磁性的

柔美嗓音，行云流水般地讲

述蕊春学园，讲述蕴藏在蕊

春园的深厚历史文化和丰富

课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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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紧随王校长的声音牵引，一步一换景。走过蕊春正南门，品味“赏蕊观园知物

理，寻春踏院悟天真”的真谛；来到紫薇树下，目睹紫薇即便树干掏空、千疮百孔，但仍

是满树繁花绿意葱茏，王校长启迪我们那是怎样的生命哲学；葫芦池上，百年前状元的对

联“静观鱼读月，笑对鸟谈天”，是何等自如挥洒。曾经的晚香阁名流汇聚，凝铸的雕塑

作品“菊花盛会”，似乎还在谈论着教育救国的梦想。鞠寿堂翰墨飘香古韵流长，延月亭

古木参天沧桑百年。这座古朴典雅的园子，既有品种繁多的花草树木，又有假山池沼的堆

叠建造，一切皆得自然之理，又富含生活之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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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校长用这句诗带我们感受到园子的生动美好，可以想

见生活在蕊春园的老师和孩子们有多幸福。这样一座精心设计的古典园林就是孩子们活生

生的教材，就是一部打开的自然读本，还是一部百科全书。

绕过庭院回廊，走进现代会场，我们继续聆听了培育站导师王笑梅校长关于“课程构

建与教师发展”的专题报告《美，看得见的生长力》。王校长通过异彩纷呈的活动剪影和

详实的活动报道，呈现出实小在儿童生

命美育课程构建中结出的累累硕果。借

助广阔的国际视野和高瞻远瞩的国家顶

层设计，告诉我们未来教育的发展趋向

就是走向“美学化”，是美育让那些网

络原住民变得温暖柔软，让人可亲可

爱。在这种背景之下，提出具有地域优

势和学校特质的生命美育课程，让这一

美育课程成为当下实小的教育学，从中显见王校长对教育的良苦用心。

从生命化校园到儿童生命语文，从生命语文“我课堂”到现在的儿童生命美育课程，

王校长领导下的实小人最终把教育定格在“美”字上，引用大量名家经典话语佐证美育的

重要性，因此实小以美为本、以美立教、以美储善、以美启真、以美立命，绘制出美育课

程的“行动地图”：“实景化”建设、“原型化”建设、“美学化”建设、“微格化”建

设。蕊春园里，孩子们赏园写诗成为重要的校园生活方式。在这里，有一朵花的凝视、一

朵菊的感悟、一幅联的追寻，一砖一石一花一树皆成课程。在这里，老师跟随学生一起经

历卷入式的课程研讨，一系列“雪”课程得到呈现。整场报告中，王校长多次讲到校训

“以学愈愚”，讲到学校的发展历程，从校史中窥见历代教育人兴办教育的坦白襟怀和教

育救国的雄心气魄，不禁让人泪湿巾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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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王校长的专场报告还在我们的耳畔萦绕，不觉迎来了下午的微课交流活动。本次交

流围绕古诗教学展开，首先是分组交流，培育站指导老师朱水平、邱洪艳、陈李娟、黄沛

霞分别聆听了组内学员的微课汇报。交流中，每个学员出于自己对古诗的理解和对学生的

学情把握，设计了独具一格的教学案例。所选课例选材广泛、教学手法多样，微课展示深

入浅出、惟妙惟肖，导师及时作出点评，并给予切实可行的建议。

接着在分组交流的基础上，各小组推

选代表进行展示。学员丁建华老师为大家

展示的是贾岛的《寻隐者不遇》，教学中

他层层深入、环环相扣，让学生在想象情

景、表演朗读中体会诗歌寓问于答的手

法，又借助三问三答的补白以及课内外阅

读的迁移、交融、渗透，帮助学生初步认

识“隐士”形象。

学员任琴老师展示的是唐代张志和的

词《渔歌子》，她引导学生通过朗读感知

“词”的韵律，通过观察字形理解生字词的

意思，在想象画面、把握词意的同时，又适

当补充资料，让学生结合词人生活的时代背

景探究词人归隐的原因，从而更好地理解

“不须归”的深层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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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组代表张秋红老师展示的是柳

宗元的《江雪》，她注重朗读的指导，通

过形式的变化、要求的提升，引导学生读

出节奏、读出味道、读出画面，在层层深

入的朗读中逐步理解诗意。随后，以一首

诗带出一组诗，引领学生通过自主阅读赏

析，比较不同作品中渔翁的生活态度和人

物形象。

第四组学员代表吴宇华老师跟大家

分享的是杜牧的《山行》。吴老师的教

学富有诗意，从整体读感知美到理解读

领略美，再到反复读品味美，既有情感

的激发，又有学法的指导。教师在潜移

默化中渗透古诗学习的方法：读准诗

句——理解诗意——想象诗境——体会

情感，使学生学有所得，学以致用。

听完学员的汇报，指导老师们一致认为，学员们能关注古诗教学的深度阅读，对于一

二年级的古诗教学能兼顾到儿童学习的趣味性，五六年级的古诗教学更加扎实，诗意理解

到位，体现了学员们各自的独特风格。四位导师的点评可谓切中要义、独具慧眼、话语诚

恳又有所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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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教师发展中心学科研训部瞿德泉

副主任对本次活动非常重视，在认真聆

听完学员的汇报之后，总结了四节微课

存在的共性优点——明确一个语言基

础、找到一条诵读捷径、把握一个意境

内核、承担一份传承责任。同时又提出

了几点优化建议：1.在量上，除了学一

首更要带出多首；2.从质上，既要选优

秀作品，又要在理解归类的基础上传承；3.就方法而言，要教会学生怎样读，把握好古诗

教学的宽度和深度，合作时要做到真性合作，更多关注儿童课堂中的学习力。

培育站主持人蒋晓飞副校长全程参

与了此次活动，在学员分组交流时深入

到每个组聆听点评，在学员集中汇报之

后又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最后，她从古

诗词的教学引到其它文体的教学，要求

学员老师在教学设计中做到三点：1.关

注生本。教师心中不仅有文本，更要有

儿童，能契合学段特点，联系班级学情

来设计教学，真正地站在儿童立场。2.把握语文要素。要让课堂提质增效，需要教师在教

学中精准聚焦语文要素，引导学生经历实践，落实到位，让儿童的学习真正看得见。3.聚

焦儿童课堂的学习力，不管是个性表达还是合作展示，教师要有即时的理答和智慧的点

拨，使学生的认识和理解趋于深刻全面，获得实实在在的提升。

时光的脚步永不停歇，美好的记忆最终定格。徐徐清风把蕊春园的芳香吹送，我们也

将一起携着这缕教育的芬芳吹向田野、吹向乡村大地。伴着芳香，一路吟唱，一路放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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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的诗，美美地教
正场小学 李霞

今天下午有幸聆听了四位老师的微课展

示，或大气磅礴，或委婉曲折，或清新流畅，

展示了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的老师对诗词的

解读和诠释。瞿主任和蒋校分别作了精彩的点

评，指导我们在古诗词的教学中，要注意“拓

展要有度、品味关键词、诵读落实处、意境幽

深远、文化传承广”等方面。“听君一席话，

胜读十年书”，受益颇多。反思自己一直以来

的古诗词教学，觉得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从

以下几个方面来改进。

一、培养兴趣，是古诗词教学的“风帆”。

1．老师首先要爱上古诗词，腹中要有大量的

古诗词打底，做到“胸有丘壑”。著名语言学

家吕叔湘曾这样说过：“我们做事要感到有乐趣，如果不是精神愉快，而是愁眉苦脸地在

那儿教，愁眉苦脸地在那儿学，效果决不会好。” 一个好的语文老师，举手投足间，言语

交谈间，都能透出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儒雅的人格魅力。学生崇拜老师，努力去模仿，

去学习，久而久之，学习古诗词的兴趣便产生了。

2．创设良好的学习氛围。现代高科技给古诗词教学带来了全新的体验，因为良好的学习情

境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前提和基础，而利用多媒体技术可以通过图、文、声等功能，全方面

地调动学生的感受，产生学好古诗词的愿望。打开多媒体，在唯美的画面中，优美的音乐

中，学生可以身居斗室，而纵横千里，欣赏《望庐山瀑布》的气势磅礴、雄伟壮观，感受

《清平乐•村居》中恬静美好的乡村生活，领略《山居秋暝》妙不可言的意境，陶醉在《望

洞庭》迷人的景色中……当学生被这种强烈的文化氛围感染了，学习古诗词的兴趣也就产

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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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坚持与巩固。小学生由于年龄小，往往表现出一时的兴趣，为了巩固这种兴趣，使之坚

持下去，就要通过多种形式来引导。

二、做好充分的预习工作。

课前的预习很重要，学生对所学内容有了一定的了解后，才能在课堂上与老师产生共

鸣。预习工作可以从这几点来做。

1．让学生了解诗人的生平事迹。

2．让学生了解诗词创作的背景，即这首诗是在怎样一个具体的时代及个人遭遇下创作出来

的。

三、让学生声情并茂地朗读。

古诗词富有鲜明的节奏，讲究押韵与平仄，富有音乐美，朗读具有表情达意、呼起想

象的功能，有增强语感、加深理解的作用。通过朗读能使学生眼到、口到、耳到、心到，

使静止的诗词变成立体的画面。

四、恰当地理解诗意。

诗的意境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及其思想基础有关，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把握诗词的基本

意思。

五、加强背诵。

季羡林、金庸、王元化、余秋雨等海内外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要抢救儿童记忆的黄金

时代，摒弃课内背教条，课外背广告的现象，实施中华古诗文诵读工程。因此，要加强古

诗词的背诵，要大量背，要背得滚瓜烂熟。

总而言之，小学古诗词教学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是一项日积月累的工作，我们每个

语文教师都应凭自己的努力把它做好，提升自我，感化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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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芳吐蕊竞争艳 美育课程四季春

通州区姜灶小学 吴宇华

9 月的阳光温馨恬静，秋风和煦轻柔，蓝天白云飘逸悠扬。在这美好的季节里，我怀

着美丽的心情来到实小参加培训。

一进校门，美丽优雅而又睿智的王笑梅校长

就热情地带领我们来到了实小历史悠久、文化浓

郁的蕊春园进行游览。园内建筑布局合理，造型

独特，花草繁茂。虽已是秋天，但依然翠翠绿

绿，生机勃勃。王校长用诗意的语言向我们展示

了蕊春园的美丽与芬芳，清晰而又灵动的讲解，

如清泉涌入我们的心田。让我们对蕊春园有了更

深入的了解，对园子更添了喜爱之情，更是对王

校长敬佩不已。

之后，我们在会议室认真聆听了王笑梅校长

的报告《美，看得见的生长力——谈课程构建与

教师发展》，主要从四个方面向我们介绍了通州

实小在儿童生命美育课程方面的思考与实践。一是儿童生命美育的开发背景；二是儿童生

命美育课程的校本实践；三是儿童生命美育课程对教师的成长要义；四是儿童生命美育课

程的未来走向。整个报告引经据典、内容详尽，理论知识与实践相得益彰。

在王校长的带领下，通州实小人用“创生精神”让蕊春园焕发新的活力，成为儿童成

长的乐园，成为学校生命美育课程的主要阵地。老师们编辑纯美的自然读本，带着孩子遨

游在自然书海中，观察、体验、感受妙趣无限的自然；激活唯美的自然诗集，一条小路、

一朵小花、一只小虫，都可以写进我们孩子的诗句里，那是童诗里的爱和暖；敏化静美的

自然感受，那是孩子独特思维、哲学思辨、艺术熏陶的舞台。可谓是“群芳吐蕊竞争艳，

美育课程四季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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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校长这个融合了生态美学与生命美学的多维价值，融入天人合一的东方哲学、知行

合一的实践理性、情景合一的美学命题，把实小建构成一个童心世界的乐园，一个梦的伊

甸园。

我们都是来自农村学校的一线教师，由于经费所限，也许自己学校的硬件条件并不是

很好，没有如此灵秀的蕊春园，没有高端的教学设备，没有设施齐全的各种活动室，但需

要肯定的是，我们爱孩子的心是一样的，献身教育事业的志向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就地取

材，充分挖掘教学资源，可以去校园开辟小小的“百草园”、“绿荫地”……可以带孩子

去观察乡间小路、庄稼农田、农家小院……可以去农家烧烧老灶，去摘摘葡萄、剥剥毛

豆……一起去观察，一起去实践，一起去体验感受。我们可以努力创设有关美育的班本课

程，让孩子在阅读中收获，在表达中碰撞，在实践中进步，从而发展孩子的个性，培养孩

子的能力。

只要我们有一颗善于发现的眼睛，有勇于实践的勇气，那么，我们也能创造出”群芳

吐蕊竞争艳 美育课程四季春”的幸福！

是的，当美成为一种看得见的生长力后，学生“遇”美，“喻”美，“浴”美，也愈

美。老师自然“人人做自己的第一”，每天都会有进步；“个个是学校的唯一”也必将更

加优秀，更为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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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每一个儿童长成一首诗

通州区亭西小学 马海兵

诗人荷尔德林说过：“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懂得生活的人能把生活中的每一

种琐碎读出诗意。

9月17日，培育站的第二次集中研修活动如约举行。

“蕊春虫趣”、“蕊春楹联”的精彩呈现让我们眼前一

亮，在儿童的世界里，每一只昆虫都会说话，每一次与

它们亲密接触，都是一段有趣的故事。楹联中原来也有

大世界，一字一音都是中华语言的独特魅力。我们漫步

在诗情画意中，在妙趣横生的语言文字里感受着蕊春园

的独特气质。

9月18日，王校长又再一次带我们参观了雅致恬静、

古色古香的蕊春园，诗意的气息自是扑面而来。王校长

的报告更是深深印在我的心中，发人深省，她让我们看

到每一个儿童都在诗性智慧中自然成长，他们在感悟一棵树的生命哲学，在思索一朵花的

凝视，在聆听一朵菊的感悟。儿童有着感知这个世界的独特眼光，有着独特的心灵世界，

他们是自由灵动的。

儿童是一棵棵幼苗，他们冲破泥土，蓄势待发。他们该伸向何处，又该长成何样？王

校长的儿童生命美育课程让我有了新的答案。学校应该成为儿童成长的乐园，学校教育应

以培养“审美的人”为目标。校园就是儿童的审美情境场，他们像法布尔在昆虫的世界里

执着追寻，在与翠竹的对话中真情流露，一草一木，一石一鸟，都是儿童与这个世界的最

初记忆，儿童用眼睛观察生活，用心灵体验生活，用语言表达生活，他们自觉地将自己与

自然融合，营造了一个完整的生命状态----诗意栖居。一棵树从蓬勃生长直至枯老死去，

生命的流转如此的凄美动人，儿童的生命亦不是如此？当学校把诗意作为教育生活的精神

底色时，教育也就成了一趟理想境界的追寻之旅。

儿童，有一百种语言，一百个世界。给儿童的生命染上色彩，添上旋律，让他们更有

正义感，更富同情心，拥有更丰富的精神世界。美，是看得见的生长力。儿童在自然的世

界里拥有草木心、自然眼、天地情，他们遇见了美，感知了美，创造了美。

让每一个儿童长成一首诗，一首动人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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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

——听王笑梅校长讲座有感

通州区兴仁小学 马建燕

9月18日，前一日的大雨冲淡了夏末欲走还

留的闷热，带了些许初秋的凉爽。在这宜人的日

子里，我们再次相聚通州实验小学！这次，我们

有幸聆听了实小王笑梅校长那大气磅礴的报告：

《美，看得见的生长力——谈课程构建与教师发

展》。王校长围绕“儿童生命美育的开发背景、

儿童生命美育课程的校本实践、儿童生命美育课

程对教师的成长要义、儿童生命美育课程的未来

走向”这四个方面旁征博引，为与会者打开了

“儿童生命美育课程”的视野和美好前景。王校

长的声音温婉如玉，报告的丰富内涵直扣人心，

近两个小时的报告，全程没有睡点，更多的是与

会者的会意，与会者由衷的掌声。不知不觉中大家听完整个报告，意犹未尽，不得不让人心生感慨：实

小的孩子真幸运，实小的老师真幸福！因为有一位好校长！

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一位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张伯苓之于南

开大学，我们可以说，王笑梅之于通州实验小学！她唤醒了一座学校，成就了一座学校。她的思想灵魂

灌注在学校的日常学习生活中，灌注在蕊春园的一草一木、一桥一水中，灌注在蕊春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中……

王笑梅校长着眼于未来人才发展的趋势，提出大语文观——美，看得见的生长力。“以美为本”

“以美立教”“以美储善”“以美启真”“以美立命”，她的思想力、行动力，从想法的诞生到课程的

形成到成绩的斐然，所有的一切无不渗透着智慧。

实小的孩子定是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因为有着“这样美”的引导者。一棵树、一朵花、一块

石、一只虫等等都是有生命的，有感情的，都是孩子眼里、耳里、心里美美的语文。报告中，让我印象

最深的是，去年那场雪，一场平平常常的雪，王校长竟然开发出了一门课程，书写了实小雪的神话。不

得不佩服王校长对教育教学极高的敏锐度，那颗能化平凡为神奇的玲珑心！

作为农村教师，其实我们有着更广阔的天地，得天独厚的天然资源：大到菜园子、田间小路、小水

渠……小到一颗豆荚、一只粉蝶、一根丝瓜藤……它们都是“美的化身”，只是我们缺少一颗发现美的

心灵和实践美的勇气。听了王校长的报告，我们不妨尝试着将 课堂延伸到更广阔的的农村天地，引导

孩子静心去听去看去感受，也许，也能成就一段美的经历，于学生，于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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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赏景，一路收获

通州区平潮小学 程洁珺

金风送爽，丹桂飘香。9月18日，我怀着一颗虔诚之心再次走进通州实小，参加乡村小

学语文骨干教师培训。一天的研修活动丰富多彩——赏蕊春美景，听专家教诲，秀诗歌微

课，真可谓一路赏景，一路收获，一份点化，不懈追求。

一、 赏蕊春美景，吟生命之歌

早晨，明媚的阳光把美丽的实小校园涂成了金

色。我们跟随王笑梅校长踏进蕊春园。园内亭台楼

阁，假山瀑布，错落有致；绿树成阴，鲜花盛开，

鸟啾虫鸣，一派生机勃勃。行走其间，伴着王校长

的精彩讲解，既让我深深陶醉于园林的古朴之美，

更让我体味到园子的厚重与活力。置身园子，“风

在结他的种子，草在摇他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

话，就十分美好！”

赏着蕊春园，我对实小真是“羡慕嫉妒爱”

呀。但这是“别人家的园子”，我不禁念起我的

“园子”——平小校园来，耳畔想起了王校长的一句话：“我们要善于开发课程，寻找身

边的美。”是呀，秋来了，我也要带着孩子们逛平小校园，在园子里捡秋叶、逮蚂蚱，在

园子里作画，在园子里写诗，相信我和孩子都会像作家萧红那样感叹：“园子里一切都是

自由的！”

二、听导师讲座，建生命课程

赏完园子，我们来到会议室，聆听王笑梅校长所作的《美 看得见的生长力——谈课程

构建与教师发展》报告，这是一场滋养精神的愉快旅行，让我走向收获，走向成长。

王校长两个多小时的报告里，用PPT呈现了精美的图片，为我们讲述感人的教育故事，

让我受到心灵的震撼，精神的洗礼。我真切感受到一个“最美”校长开阔的视野，博大的

胸襟，以及对教育事业孜孜以求的炽热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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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校长在报告中谈了儿童生命美育课程的建构，从课程的开发背景、开发意义、如何

行动几方面，告诉我们如何建构课程。我们要凝聚“美核心”，激扬“美旋律”，要“编

辑纯美的自然读本，激活唯美的自然诗集，敏化静美的自然感受”，教育就是与美相遇，

教育的目的就是让世界变得更美。

听了王校长的报告，我感觉教育是美的，课程是美的，只要我们用心去做，我们和孩

子会变得更美。

三、 秀诗歌微课，寻教学佳径

上午我们在园子与课程里徜徉，下午我们回到教师的生命场——课堂，大家用微课的形

式就诗性文本的欣赏型设计展开了交流与研讨，同时得到了教研室主任瞿德泉专家的指

点。这对于诗歌教学比较迷惘的我，真是受益匪浅。

在没有参加研修活动之前，我对教学其他文本满怀信心，但对诗歌教学是雾里看花。

无论校内还是校外听课，涉猎诗歌的公开课少之又少。一首诗字数少，但包含的意义多，

如何让孩子穿越千年去读懂古诗，我很困惑。以前教学时，我想得最多的是“这首古诗会

怎么考”，怎么考我就怎么教。孩子虽能掌握诗中的知识点，在卷子上答得出，至于对诗

歌的学习力传递给孩子的很小，现在想来真是愧疚。但今天下午大组交流时四位老师的微

课展示，瞿主任的精彩评点为我的诗歌教学打开了一扇门，让我看到一条佳径，我对诗歌

教学充满信心。

在我看来，这条佳径是这样的：在诗歌教学时，教师要仔细充分地研读文本和孩子。

研读诗人的生活经历、写作背景，研读同类题材的诗歌，研究孩子们的学习基础。在诗歌

教学中，要让学生反复读。初读时要读准字音，再读时要读懂关键字，联系插图想想诗歌

的意思，从而读出诗歌的画面感。接下来再让孩子了解诗歌的写作背景，联系背景，体会

诗歌表达的情感，这样学生对诗歌的理解就比较深刻了。在理解的基础上，再让孩子诵

读，此时水到渠成，孩子就能读出诗歌的节奏感与韵律美。教学时，教师可以根据这首

诗，适度拓展同一题材的诗或同一诗人的诗。当然，在拓展时就像瞿主任指导的那样，要

注意把握拓展的宽度与深度。

美好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下午的诗歌研讨我感觉意犹未尽，纵愿意留，但时光不

从。“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教

育之路虽漫漫，但心有所期。我会一路赏景，一路采撷，一路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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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好
通州区新联小学 陈海林

风拨动着叶的琴弦

叶弹奏着鸟的天籁

绿，在葫芦池里凝淀

光，在蒹霞榭顶徜徉

蕊春如画

生命如歌

真好

书，增添了行囊的重量

整齐的文字

那是名师标注的航线

淡淡的墨香

那是智慧散发的芬芳

暂且忘却朋友圈

手捧一份沉甸甸

心，归于久违的宁静

阅读真好

曾经仰慕导师的光环

今天照亮了我们的理想

精到的点评

悉心的指导

敏锐的目光

严谨的微笑

我们由衷感到

真学真好

感悟在键盘上生花

心潮在互联网澎湃

这里有思维碰撞和情感共鸣

这里有互助互学和鞭策鼓励

这里还有鲜花和微笑

见字如见面

前进路上感谢有你

共研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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