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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考察 

 

初中语文 

10 月 15 日上午，“国培计划（2015）”—山西省乡村中小学教师

培训团队置换脱产研修项目（语文学科）全体参训教师在临汾一中初

中部进行教学考察。项目秘书瞿守宇老师与班主任薛宇老师带队，临

汾一中董天宝校长热情接待了各位学员。 

董校长为参训教师作报告。他从临汾一中百年校史的介绍入手，

结合课改形势、教育发展等宏观问题畅谈学校管理与语文课堂教学改

革，并与参训教师一起研讨课改的有关问题。 

接着在临汾一中阶梯教室观摩了太原市教育局教研室高级教师

宋晓民的公开课《想象作文训练》。特级教师杨东俊、武永明教授现

场点评，宋老师与参训教师交流研讨，大家争先发言，对宋老师这堂

课给予充分肯定。 

课后，全体参训教师参观了临汾一中校史展览，共同感受了临汾



 

 

一中的深厚文化底蕴，领略了它百年来取得的卓越成就。 

 

 

 

 

 

 

 

 

 

 

 

 

 

临汾一中董天宝校长作告 

 

 

 

 

 

 

 

宋晓民老师公开课《想象作文训练》 

 

 

 

 

 

 



 

 

杨东俊老师现场点评 

 

 

 

 

 

 

 

武永明教授现场点评 

初中政治 

2015 年 10 月 10 日上午，

学员们听取了山西师范大学王

小平教授“思想品德教学中重

视法律教育”的专题报告，王

小平教授从我国法律的发展历

史和重要性方面进行讲解，使

学员们受益匪浅。 

下午听取了山西师范大学

吕艳华教师关于“党的思想政

治教育历史和经验”的讲座，

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党的发展

历程和我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发

展历程。 



 

 

2015 年 10 月 11 日，学员们学习了山西师范大学黄雪丽教师关

于“教研论文选题”，为学员们以后写教研论文提供了很大帮助。 

2015 年 10 月 11 日、12 日两天学习和听取了山西师范大学刘国

胜老师关于“师德师范与践行策略”和“如何做好一名思想品德课教

师”的讲座，进一步领略到自己职业的神圣之美和任务之重，也体会

到教师这一职业的特殊性，爱的教育才是最美的教育。一堂课的好坏

应该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教育，让学生在和老师的接触中更加积

极的成长，热爱学生才会成为一名让学生爱戴的好老师。做一名走进

学生内心的好老师，使学员们在师德教育的成长道路上受到了很多的

启发和感悟。激励和鼓舞学员们树立终身从教和终身学习的信念和意

识。 

黄雪丽老师在讲课 刘国胜老师在讲课 

2015 年 10 月 13 日听取和学习了山西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郭学

旺老师关于“中国现代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精彩讲座，使我们

不仅从意识形态认识思想政治的重要性，而且了解到什么是社会现代

化，社会现代化的特征以及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和任务。 

10 月 14日，学员们在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知行苑听取了



 

 

原平实验中学苏宝中老师关于“思想品德智慧课堂的构建和培训资源

的开发与利用”的两场讲座，使学员们认识到以创新的学习方式向学

生传递丰富的学习内容，引导他们能将所学应用于生活的重要意义，

同时也了解到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重要作用和价值。 

郭学旺老师在讲课 苏宝中老师在讲课 

初中生物 

丰富的教学课堂 多彩的培训生活

 

 

10 月 9 日下午，我们班在班主任李吉明老师的指导下，进行了

生物教学案例收集微课制作。参加培训的各位教师，各显其能，纷纷



 

 

展示了多元的生物课堂和教学案例。特别是有几位老师跨学科的展示

了其他教学案例，博得学员的一直赞扬和喜欢。相信在随后录制微课

的环节中，同学们依然会热情高涨，积极学习。 

专家指引 

 
10 月 12日，陈富博士为学员们带来非常实用的《问卷设计与编

织》和《学习效果检测工具的种类及使用方法》两堂非常精彩的课程，

为我们更全面的认识评价学生打开了大门。 

10 月 13日，张荣华教授给学员们讲解了《研究性学习与研究性

课题的开展》以及《工作坊的设计》，由此组织学员开展了热烈的讨

论。 

学员心声 

能成为“国培计划”的一

名学员，我很幸运，听了大学

教授们的讲课，更受感动。感

动于他们的备课的充分，感动

于他们的博学多才，感动于他

们的幽默风趣，感动于他们对艰深理论知识的精彩生动的阐述。听他

们讲课，就像是在与许多名家、典籍对话，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于是



 

 

不断反思自己，到底怎么做才能成为当下新课程改革中所呼唤的理想

教师？听了张老师的一堂课，我明白了要想成为一个好教师，必须要

有思想，成为一个研究型的教师，才能在学习别人的同时，不迷失自

己。                                      

国培学员——黄凤琴 

初中历史 

卓志峰老师对初中历史教材

作了详尽的分析和讲解，还对中

学历史隐形知识进行了很好的说

明，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和应

试能力，让我们更有信心在新形

势下，乘着课改之风勇往直前。 

李俊莲老师和辛晓英老师对“小组合作”和“教师职业道德”的

讲解，让我们对这些老话题都有了全新的认识。作为新时期的教师，

我们要尽职、尽责、尽心、尽力，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做出自己应有

的贡献。 

 



 

 

                 辛晓英老师在讲课 

 

初中体育 

中小学体育教师专业发展政策解读 

                                               郑旗 

山西师范大学郑旗院长，针对中小学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现状及前

景，对 2014 年 4 月 21 日教育部颁布[2014]3 号文（《学生体质

健康监测评价办法》(以下简称“评价办法”)、 《中小学校体育工

作评估办法》(以下简称“评估办法”)及《学校体育工作年度报告办

法》(以下简称“报告办法”)3 个配套文件）进行了深入的解读与分

析： 

政策目标：推动学校体育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建国以来，党

和政府为了推动学校体育工作，颁布系列的政策。以往颁布的政策文

件，形成以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动为主的政策体系，基本保障了学校

体育工作的顺利进行，但以往的政策不仅不够规范，而且还缺乏可操

作性。[2014]3 号文从学校体育工作的制度与规范着手，构建了较为

科学、边界清晰、主体明确、责任具体并有利于执行的政策架构；促

进青少年体质健康的止跌回升。“评价办法”目的是“促进青少年身

心健康、体魄强健”，“评估办法”目的是“为了促进学校落实立德

树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学校体育工作水平”。“报告办法”

的目的是“加强学校体育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责任”。 

李俊莲老师在讲课 



 

 

政策特点：从注重过程管理转向注重结果管理；政策从弹性转向

刚性；从政策工作边界模糊转向清晰；由综合监督到专项监督；由静

态管理到动态管理；绩效考核由缺失到加强；由制度缺失到制度完善；

考核指标由弱化到强化。 

 

 

 

 

 

 

  

郑旗老师在讲课 

 

10 月 15 日上午 10 点在院东会议室举办了中期座谈会，会上学

员代表们畅所欲言，对本次研修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 

    其中，座谈会深入的总结了培训经验及培训的收获： 

    第一，抓住主题，学以致用 

在国培教师培训中，坚持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专题学习与交流研

讨相结合，观摩考察与反思体验相结合，相互渗透融合，在理论培训

中强调初中体育课程实践案例分析，在实践训练中突出理论与能力提

升，在交流研讨中分享经验，在反思中改善教育教学行为。   

第二，以学员需求定计划，发挥学员主体作用 



 

 

以参训的国培教师需求为中心，以典型案例为载体，创设参与式的教

学情境，发挥学员的主体作用，引领学员研讨真实的初中体育教学问

题，在参与、合作和专家指导下主动建构、总结反思教育教学经验，

发展实践智慧，提升实践能力。  

第三，培训方式多样化，追求培训实效性 

灵活采取对话式、案例式、探究式、参与式、情境式、讨论式、任务

驱动、现场观摩等多种方式开展培训，提高学习者的参与度，增强培

训吸引力和感染力，提升课程实施的实效。  

第四，高水平的培训师资团队是培训有效的关键 

培训教师必须熟悉项目的培训目标、课程定位、活动设计，才能在培

训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因此，培训方案在开发和设计的过程中，必

须及时的与培训专家团队成员沟通，使培训的课程设置、活动设计、

目标定位落实到培训中。 

学员感悟 
    本人从事初中体育教学工作已经将近十年，让我感受最深的是：

在学校的所有学科中，体育学科是不被重视的学科，尤其在农村中小

学校。虽然学生们比较喜欢这一学科，那也是为了逃避学习从中取乐。

所以体育学科在领导、教师、家长、学生心目中是无足轻重的，因 

此体育教师也就遭受了池鱼之殃。 

    社会在发展，环境在改变，人的思想不可能一成不变，体育教师

也不例外，通过国培学习，让我彻底改变了体育学科在学校教育教学

当中的错误印象。 



 

 

                                 长治市沁县实验中学    庞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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