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培计划（2015）——中小学骨干教师置换脱产”研修体会

王丹

（鱼河镇中心小学，陕西榆阳，邮编：719000）

今年9月19日至12月 19日, 我有幸参加“国培计划（2015）”为期三个月的培训。

本次培训带给我思想上的洗礼，心灵的震撼、理念的革新。聆听智者的教诲，参与伙伴们的

探究……收获颇丰！

这次培训建立了一个平台，同行与同行交流的平台，群策群力，把以前的“单打独

斗”变成了齐心协力，把自己的闭门造车变成了资源共享，使教育资源得到优化，对新教

师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对老教师是一个新的教学理念的学习与旧的教学理念碰撞与融合的

机会。

每一次的专题讲座都是那么精彩！带着教育教学实践中的种种疑问，我走进了培训课

堂。课堂上，专家们的精彩讲座一次次激起了我内心的感应，更激起了我的反思。在这种理

论和实践的对话中，我收获着专家们思想的精髓、理论的精华。让我进一步体会到了课堂教

学艺术的重要性。其中，教师的语言艺术尤其重要，语言艺术中的趣味性不容忽视，因为小

学生天生活泼好动，需要有趣的东西来吸引他，带有趣味性的语言更能吸引他的注意力，

学生的注意力集中了，才能更好地进行教育教学。课堂教学过程中的课堂提问艺术也至关重

要。教学中不仅教师要善于提问，还要善于启发学生自己提出问。

每一次的讲座都是那么可贵！让人耳目一新。这耳目一新并非在现代教育手段下的缤纷

世界，而是在倡导课堂教学有效性下的真实、扎实、朴实的课堂，时时处处渗透着教师的教

育机智之强，教师的教学基本功之扎实。 “简约语文”那丰厚的内涵，一堂语文课，名师

的智慧语文，名师的简约语文，引领着新课程改革不断完善。语文课程标准，有意识地把

“语文素养”凸现出来。语文素养内涵十分丰富，它以语文能力为核心，是语文能力和语文

知识、语言积累、思想情感、思维品质、审美情趣、学习方法、学习习惯的融合。因此本次课程改

革不再将学生掌握系统知识放在首位，而是将学生价值观和情感态度的培养、激发学生关注

和参与社会生活的热情、培养学生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形成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放

在首位。同时，还要培养学生感受、观察、体验、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和综合运用能力。以上目标达到之后，知识的获得将是很自然的事。这就要求教师在活动设

计的时候，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让学生爱上这门课，产生强烈的学习动力和参与欲。在活

动中，让学生自觉去获取知识。在生活中，让学生去巩固知识。



聆听了专家的讲座，反思自己平时的课堂教学，需要学习与改进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它让我从自身出发，不断地反思和总结。自我实践，不断提升。向书本请教，听专家讲座，

聆听名师的课堂，学习同伴的长处，这都是为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水平的提高作好准备。一

切的学习都是为了自己的实践，为了教育好我们新世纪的接班人，否则皆为空谈。于是，在

培训期间，我会用学到的东西来改进我的教育教学。特别是一些教育教学的方法让我在实践

中体验到了成功的喜悦。

这次培训,使我对小学语文的新教材有了新的认识.我认为这次的培训开得非常的好,对

我这个小学语文的老师有很好的指导作用,使得我在以后的教学有明确的目标,好的教学方

法,更新颖的教学手段。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将不断地学习理论知识，用理论指导教学实践，

研究和探索教育、教学规律，把科研和教学结合起来，做一个专家型、学者型的教师，使自

己具有小学语文教学知识方面的前瞻性。

作为语文教师，自身的语文教学能力是事关教学成败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更应该

加强自身学习和修炼，不断增强自身的教学能力。语文教育需要激情，需要全身心的投入；

语文教育需要诗意，需要洋溢浪漫主义情怀，致力于语文教学的我们，要付出更多的思考

和探索，让我们在语文教学的道路上不断自主发展；有学者说过：“语文是字词句篇，是

听说读写；是生活中的艺术，是艺术中的生活；是“月上柳梢情”，是“清泉石上流”；

是李清照的“人比黄花瘦”，是苏东坡的“千里共婵娟”；是余光中的乡愁，是李太白的

杯中酒；是珠落玉盘的琵琶，是高山流水的琴瑟……”热爱语文教学的我们，更应徜徉于

语文这条博大的河流中，汲取营养，收获快乐！能够参加这次国培，实是我的荣幸，我将

带着学到的东西，继续上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