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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训 工 作 简 报  
专题：“国培计划（2012）”——示范性集中培训项目 

    中小学骨干教师研修江苏师范大学小学语文班 

第4期(总7期) 

 

主办：江苏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2012年12月8日  

               自 豪  荣 幸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太晖小学  贺红霞 

今天是一个让我既自豪又荣幸的日子。上午我们全体学员到江苏师范大学

合影留念，接着赶往铜山实验小学听两位学员执教《我和祖父的园子》及尹教授

追问式、复盘式评课。我之所以自豪是因为今天授课教师之一是我们二班（1）

组的牟敦荣老师，一位来自山东莒县第二实验小学和我同龄的女教师，我能不自

豪吗？她从上百人的优秀教师中积极大胆报名，这种精神实在让我佩服！牟老师

上课沉稳的教态，扎实的功底，有效的设计，把学生带入大作家萧红那个小时候

让她感到自由自在的

园子。第二位执教的

杨翠平老师来自山西

省稷山县稷王小学，

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教

师。她抓住一点“牵

一发而动全身”,让学

生自读、自悟、自背,

这种教学方式也值得

我学习。 

接下来就是尹教授的追问式、复盘式评课,首先他让授课教师每人请一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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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的“亲友团”,然后叫我们组员牟老师转身在黑板上开始填写画好的表格。

这份表格共四栏，即“目标”、“教的活动”、“学的活动”和“学生学会了什么”。

完毕，她开始陈述自己刚才的教学思路，评课代表随即谈自己的听课感受。接着，

魏老师以及全体听课教师，开始对表格里的内容进行“梳理”。一边回顾教学过

程，魏老师一边转向授课教师：“这一条目标你实现了吗？”“为什么你敢在学会

什么一栏里这么填？” 

亏得牟教师颇有经验，应答如流。接着，班主任尹老师还真的宣读了学生们

下课后写来的文字：我学会了什么。就是在这样的互动中，学员们与牟老师一起

回顾教学过程，随即修改表格里的填写。魏教授笑容满面地总结说：“老师们，

这就是复盘，实际上也就是还原课堂。” 

接下来，走进 “追问”环节，也就是对这节课开始正式的评价与研究。魏

教授请牟教师将课堂上的“活动”与“目标”进行连线。意在对刚才的课堂教学

进一步反思。连线结束魏老师和蔼可亲却十分郑重地开始“追问”： 

“请你清晰地告诉大家你的目标是什么？” 

“请你用更简洁的语言表达。” 

“请你数一数，本节课一共干了多少事？” 

“教的活动到底应该怎样安排？” 

“如果让你再教一次，哪些环节可以调整或去掉？” 

…… 

最后，魏老师总结说：“复盘式与追问式评课，就是一定要清楚，你教学目

标的依据是什么？教的活动该怎么安排？学的活动怎样合理？学生从中到底学

会了什么? 

上午的时间不知不觉溜走了,然而我们个个意犹未尽。可惜火车不等人,我们

只好返回宾馆,匆匆进餐回房间小憩,以足够的精力迎接下午的到来。 

下午 14：00 分,我们准时到达目的地。刚进教室便看见一位精神矍铄的老

人坐在前台,我私下的认为他老人家就是江苏省特级教师,小学语文研究员、小学

语文国家级培训班主讲教授；教育部课程发展研究中心全国小学语文远程培训的

策划与主讲人,苏教版小学语文的“代言人”——高林生老师。高老幽默风趣的

语言,睿智的思维向我们详细讲述了课程标准与阅读课的设计和实施,使我对《语

文课程标准》又一次有了全新的理解。最后他老人家认为,在新课标背景下,课堂

上理想的语文老师应该有以下五点:第一，端正的教学态度；第二，娴熟的教学

技能；第三，明确的教学目标；第四，精当的教学内容；第五，优化的教学策略。 

能聆听高老的报告真是我今生莫大的荣幸!这一天我又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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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耳目一新的评课方式 
 

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芦溪小学 刘世辉 

2012 年 12 月 8 日上午，“国培计划（2012）——中小学骨干教师研修项

目江苏师范大学小学语文班学习内容安排得满满的。山东省莒县第二实验小学的

牟敦荣老师和山西省稷山县稷王小学杨翆平老师先后执教了《我和祖父的园子》，

随后，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苏师范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江苏师范

大学基础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魏本亚老师及尹逊才博士采用追问式、复盘式进行

了评课，独特的评课方式让人耳目一新。 

针对两位学员的风格迥异两堂课。魏本亚老师及尹逊才博士采用追问式、复

盘式进行评课。在复盘式评课中，提炼

是对教学行为的还原和梳理，对应是对

教学行为的归宗溯源，重构则是对教学

行为的审视与改善。这样的评课，以执

教者为主体，集中研究共同体的智慧，

从教学事实出发，搭建研究框架，探求

研究节点，努力改善教学，提升教学效

度，集教学叙事、理性分析、行为指导

与实践重构于一体，突破了一般意义上

评课的诸多局限，给参与者带来多方面的启发和深入性的思考，可以成为校本研

修、课例研讨活动中的一种有效听课评课方式。国培班学员为学到了一种新的评

课方式而欣喜不已。 

 

新课标·新解读·新策略 
——高林生对 2011 版新课标解读讲座侧记 

 

 浙江省永康市教师进修学校  金凤琴 

“阅读课约占小学语文教学的 65%。阅读课如何落实《语文课程标准》精

神，提高课堂效率呢？”12 月 8 日下午，江苏省特级教师、小学语文研究员、

小学语文国家培训班主讲教授、教育部课程发展研究中心全国小学语文远程培训

的策划和主讲人高林生为国培小学语文班全体学员深入浅出、生动幽默地讲解了

2011 版《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内容详实，策略明确，让人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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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旧船票只能登上那条破船 

在教学寓言《狐假虎威》一文时，大多数语

文教师会注重狐狸假借老虎威风吓唬百兽故事情节的教学，同时也会注重此文的

寓意详细分析。课堂教学内容就此结束了，这样的教学安排是否存在缺陷呢？ 

高林生老师详细地分析比较了 2011 版与前几版的《语文课程标准》所阐释

的语文性质后，提出：2011 版的《语文课程标准》里明确规定了小学语文课程

性质，语文是一门学习

语文文字运用的综合

性、实践性课程。其中

的 “运用”一词涵盖

着“吸纳和表达”，而

重点在于“表达”。既

然《语文课程标准》的

根本属性是运用，在于

综合，在于实践，那么，

阅读课的教学设计与

操作，必然要求我们首先保证学科性质的落实，注重设计“表达”的环节。所以，

从这个角度出发，《狐假虎威》一文教学仅设计“故事和寓意”两个教学环节是

远远不够的，还应添上一个更重要的环节，那就是“表达”环节——这个故事是

如何表达寓意的。故事如何表达寓意关注点的呢？关注点之一，课文的故事情节；

关注点之二，表现手法。 

高老师指出，在 2011 版新课标的背景下，不关注学生学习课文时的“表达”，

犹如拿着昨天的那张旧船票只能登上那条破船了，对旧课标的解读要舍弃了，在

旧课标指导下的教学方法也要随之改变了。 

体育老师华丽转身为大学老师 

2011 版的新课标除了注重性质和目标外，还注重积累。新课标提出的背诵

量是，小学阶段要背诵优秀诗文 160 篇，低年级 50 篇，中年级 50 篇，高年级

60 篇。 

“幼学如漆”啊！针对新课标的积累问题，高林生老师感慨地说，只有在幼

年时期有了一个深厚的积累，才能对一个人的后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新课标

注重积累是很有必要的，语文老师也要特别重视学生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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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林生老师现身说法说道：“我小学毕业时，数学是满分，语文只考了 70

多分。父亲很不满意我的语文成绩，要求我在假期里背诵《古文观止》书中的所

有古文。当时年少不懂事，很不以为然，觉得背诵

这些文章派不上用场没有用处。31 岁时，当了多年

的体育老师后提出想换一个教学岗位时，领导安排

了一个大学教古文的语文老师岗位。在学生怀疑的

目光中，一个体育老师凭着能熟练背诵《古文观止》

中所有课文的自信地踏上了讲台，流利地背诵了《岳

阳楼记》等课文后，学生的怀疑变成了信任。少年

时期的课文背诵积累为自己一夜间的华丽转身打下

了很扎实的基础。” 

学习体会 

在上课评课中成长进步 
——复盘式、追问式评课的梳理与反思 

          
河南信阳胜利路学校李艳秋 

    12月8日上午满怀期待地再次走

进铜山实小，因为我们学员中的两位

老师也要在实小的会议室执教《我和

祖父的园子》。在这个讲台上，已经

有两位名师分别给我们呈现过精彩

纷呈的课堂了，其中细节仍历历在

目。于我来说，他们就像两座丰碑矗

立在那里，就像两座高山屹立在那里，使我叹为观止。他们的高度，他们的境界，

他们的学养使我无法超越。而我的这两位亲密的战友今天要去与两位名师同台执

教同一篇课文，我不禁心生敬佩。敬佩她们的勇气，更敬佩她们的好学。我知道

她们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教学得到名家的指点，把今天的上课做为成长历练的宝贵

机会。此外，我还特别期待：这样一篇经典文本，这么多名家上过，她们俩今天

又该有怎样的解读呢？ 

    在期待与好奇中，我认真聆听了两位老师的《我和祖父的园子》。和预期一

样，同样的异彩纷呈，同样的精彩解读。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面对陌生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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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的学生，单枪匹马地准备、上课，这样上出来 的课真不简单！两个人有鲜

明的教学风格，一个沉稳，一个活泼;一 

个循序渐进，三进园子;一个剑走偏锋，敢于创新;每个课堂均有亮点！ 

针对这两节课，魏教授主持研讨了两种评课方式：复盘式及追问式评课。

给我们呈现了两种全新的评课模式。 

首先进行的是复盘式评课。魏教授给我们明确了评课目的：帮上课老师找

出哪些地方是好的？哪些地方需要改进，要就这堂课说这堂课。 

是呀，老师的成长进步就是在上课、评课的过程中。有效的、积极的评课，

给老师的不是压力，而是真正的指导，才能促进他去反思、改进、提升。 

我关注到一个细节，在评课的座位安排中，就尊重了上课老师，突出了他

们的主角地位，让我感到这样的评课方式的与众不同。 

评课伊始，执教老师用 5 分钟时间说自己的教学设计、教学策略。要求直

奔主题，只说自己在这堂课上做了什么？学生做了什么？学会了什么？ 

然后，通过填写含有以下内容的表格：目标、教的活动、学的活动，学会

了什么？以还原真实的课堂。 

最后将所填表格中的目标与教的活动，学的活动相对应。 

这一还原，一对应，其实就是老师的自我研究，自我反思的过程：当找到

目标与学、教的活动对不上的地方，就是无用功，需要调整，删减;当学生学习

所得（问卷调查）与教师最初设想有所不同时，是否是教学策略与自己的教学终

极目标相背离？这样的还原、对应，使教者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该如何备课------

教学目标一定要清晰，要统领教师的教，要统领学生的学。而目标清晰了，教学

内容也就能够聚焦了。 

同样的一节课，魏教授又引领我们学习了追问式评课模式。 

追问的三个核心问题，第一：教学目标是什么？应该怎样表达？也就是说

教者要能够清晰地回答：这节课你想做哪两件事？ 

在追问执教老师的过程中，台下的我很是汗颜。联想到自己平时的课堂，

目标大而空洞，往往一节课什么都想塞进去，都想展示出来。其实针对一篇课文，

针对一节课，不能关注太多东西，一定要根据学情，教材，将目标定的小而实。

如《我和祖父的园子》就可以定为：1、感受萧红童年时在祖父园子里的自由和

快乐。2、学会排比句。 

    这正如高林生老师所说：小学阶段要把学习语言表达方法放在前面。要引领

学生以课文为文本样板，进行阅读实践：感受、学习课文是如何运用语言文字进

行表达的，这是课时教学的重点与难点，也是教学目标之一。 

追问之二：教的活动应该怎样安排？通过魏教授与执教老师之间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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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我体会到：课堂环节要少一些，就一堂课 40 分钟而言，3 个环节就可以

了。这样教学板块清晰：整体感知——探究语言——仿写语言，千万别搞得花样

百出，老师累，学生累。要追求简约、高效的课堂。 

追问之三是：学的活动怎样安排？在魏教授与执教老师之间的追问，交流

中，我联想到闫学老师的课堂。她充分尊重了学生，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老

师真正成为学生学习

的引领者。让学生真

正的活动起来，舍得

给时间，能够去等待

学生的思考、体会，

而不是匆匆赶教学流

程，更不是牵着学生

的鼻子硬往自己的预

设中走。她注重学法渗透：教给学生学习、阅读、理解、表达的方法，并在每一

个教学环节结束时，给学生的学习活动做一个概括总结，给一个提炼。使学生清

楚地知道学习的方法是什么。该怎样去学，为以后的举一反三做了积累。合理的

学习活动安排，正是基于她心中明确的教学目标，也只有这样组织教学，才使学

生的学与教师的教是一致的。 

这又是一个收获丰厚的一天！ 

 

破茧成蝶正当时 
山东省日照市莒县第二实验小学 牟敦荣 

相逢是缘。在承载着光荣与梦想的 2012 年，我有幸成为江苏师大国培小学

语文班的一名学员。来江苏师大经历一次温暖的心灵之旅，分享一场激情的精神

盛宴。作为国培师大的一名学员，我为这一天期待许久，今天作为国培学员执教

了研究课，我感慨良多。 

   记得培训的第二天，当班主任尹老师说这次培训需要学员讲一节研究课，让

专家和老师们进行点评时，我便立刻报名。因为我觉得县教育局从众多的老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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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选我来参加国培，我总要为县里带回去些什么吧；再说参加工作 20 年来，自

己在追求高效课堂这条路上一直迷茫着、困惑着，这次能得到魏教授复盘式、追

问式评课，或许追求高效课堂不再是梦想。 

屈指算来从报名到讲课仅两天时间，回想这两天，那真是忙并痛苦着，累并

快乐着。白天要投入到紧锣密鼓的培训学习中，晚上备课、制作课件。今天要讲

课了，这可是在全国的骨干教师面前讲课啊，尤其听说魏教授复盘式、追问式讲

课会令执教老师不知所措，想到这里，本来就不自信的我更加胆怯了。这时同住

一屋的孙老师说：“牟老师，放开讲，你一定行的。”来自新疆的同组的孟老师也

说：“你肯定行的，我期待着。”来到讲课的会议室，组长金老师跑上前来说：“牟

老师，需要我来帮你做什么？”魏教授也走上前来，问我是来自哪里的，并让我

别有顾虑尽管放开了讲。老师们这一句句温暖的话语如涓涓溪流进我的心田，让

我信心倍增。 

课终于上完了，接下来开始评课了。魏教授先让我把“教学目标、教的活动、

学的活动，学到了什么”分类抄写到黑板上，然后针对课堂上的各个环节逐一进

行了复盘式还原。看着黑板上面目全非的一片文字，我知道了往日的备课有多少

环节是教师不顾学生的一厢情愿。接下来魏教授又针对我的课堂对我进行了连珠

炮式的发问，这一发问又令我发现课堂上我做了多少无效的活动，又有多少活动

是我该做而我却没做的。 

短短一个小时的评课结束了，经过魏教授的点拨，我对追求高效课堂有了明

确的认识。经历就是一种成长，或许破茧成蝶不再是梦想。 

 
 

 

最美的蒲公英 
——写给山东牟敦荣老师 

新疆师大附中  孟江葵 

如果不是同在江苏师大国培班里学习，也许我们无缘相识；如果不是因为

分到一个小组，也许我们无缘相知……虽然您的外表并不耀眼，虽然您只是一名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9

普普通通的老师，但您的勤奋好学，您对教师职业的热爱，您对孩子们无私的付

出，却在短暂的相处中，深深影响着我！ 

小组活动中，您介绍了正在班级实践的“晨诵”课程，从神采中，我感受到

自信一定是来自于学生的受益。作为远道而来的学员，特别想带回去一些新的教

育理念，更想了解一些操作性比较强的实践方法，所以对您说的“晨诵”课程，

我十分感兴趣。学习之余，我

表达了想法，没想到您毫无保

留的给我介绍“新教育”的思

想，更可贵的是把自己实践过

程中，辛苦制作的整学期的“晨

诵”课件，慷慨的全部拷贝给

我，与我共享……交谈中，才

知道您每天都会工作到很晚，

有记教育随笔的习惯，自己还将多年的文字编成《尘埃中的蒲公英》《静待花开》

等随笔录，这种勤奋的精神深深触动了我。 

 

当知道教龄 20 年的您，主动承担上课任务，我对您不止是尊重，更多的是

敬佩！学习的第一天，魏教授就在讲教师的专业发展。十几年的教龄，让我也成

了“年轻的老教师”，有时会迷茫，会懒惰，职业的路该怎么走下去？现在，您

就是我最好的榜样。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把每一件简单的事做好

就是不简单。只要拥有了热爱和执着，即使一片落叶，也能够倾倒整个季节！ 

在我眼里，您就那朵最美的蒲公英！ 

                                  
        

第一课时究竟应该教什么？ 
                        江苏省淮安市人民小学  薛桂平 

    今天上午听了山东省牟敦荣老师和山西省杨翠平两位老师的同课异构的课。

首先我对这两位老师表示由衷地敬佩，敬佩她俩的勇气。在来自全国各地的骨干

教师面前展示自己的教学，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没经反复试教，就敢上台展

示自己原生态的课，没有敢于挑战自己，没有好学上进、刻苦钻研的精神是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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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与之相比，我自惭形秽。 

     两位老师，一个是中年教师的代表，一个是青年教师的代表，风格迥异，

特点不一。但都能努力从课文的体式和学情着眼，确定教学内容，设定教学目标。

牟老师的稳重扎实，杨老师的随意灵动，以及他们亲切的教态都给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两位老师都能从课文整体入手，让学生感知文意，然后引导学生聚焦关

键段，体悟语表形式，指导朗读，品味情感，再迁移写法。都注意到课内与课外

的链接，激发学生读整本书的积极性。 

  总之，这两位老师的课可圈可点的地方很多，这里我不再一一赘述。听完课

后，引起我思考的是：这篇课文的任务都完成了吗？课文的每一节学生都能正确

流利地读出来吗，生字词都会写了吗？课文主要内容都能概括出来吗？这恰恰都

应该是第一课时要完成的任务啊！ 

根据课堂教学的初始环节，我们知道这两位老师上的都是第一课时，而且似

乎这篇课文的任务都已完成，已经不需要上第二课时了。这不是我要讲的主要问

题，在此不展开。 

我要说的是第一课时的教学教者究竟应该做什么？虽然两位老师都布置学

生进行了课前预习，但依本人日常的教学经历而言，仅凭学生的预习，是不能很

好地完成以上几项学习任务的，除非少数优秀的学生能做到。但如果不检查，优

秀学生能否做到，也说不定。因为相当一部分学生不容易养成良好的预习习惯，

预习能力是有限的。那么第一课时到底怎么上，究竟要完成哪些任务？这个问题

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 

一直以来，许多老师参加赛课或上公开课，一般都不选择上第一课时。即使

不得不上了，为了赢得好评，也总要想方设法展示精彩点。这样就出现了以下问

题：一是越位式教学——把一篇课文的主要教学内容都放到了第一课时，缺乏主

次之分，结果是走马观花，学生收效甚微，留下诸多“后遗症”：部分学生还没

有把课文读通顺，生字、词语没记住、不会写，对文章的内容一知半解……。二

是肢解式教学——教师在学生对课文尚未读通时就过早地进入对课文的深度分

析，而且只讲其中一部分，把一个完整的故事人为地肢解了。这就显得“阶段性

目标”很不清晰，背离了学生循序渐进的阅读规律，也淡化了或消解了学生在教

师指导下自己读通课文，从中发展阅读能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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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第一课时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如何把它上得扎实有效，让学生真正学有所

获，为第二课时的教学打下坚实基础。如何使第一课时的教学扎实有效呢？以下

是本人的一些粗浅认识。 

每一课时都有自己的责任田，除了执教者依自己的理解而定的个性目标外，

还应有它固有的教学目标和板块——这是规定动作。教师应有明确的课时观。第

一课时的目标制定要真实、务实、扎实。“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课堂上要

教些什么？文中的内容要怎么安排？教程究竟怎样设计？考虑时必须去粗取精，

主次分明，根据目标合理取舍，有所侧重才能提高效率。 

依据《语文课程标准》，从阅读教学家常课来看，以下几个环节的教学是不 

可少的： 

1.字词教学不可少 

有的老师认为，识字学词是低段语文老师的事情，高段老师可以不做。这

样的想法是消极的。2011 版《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规定，小学低段要认识常用

汉字 1600 个左右，其中 800 个左右会写；小学中段要认识常用汉字 2500 个，其

中 1600 个左右会写；小学高段要认识常用汉字 3000 个，其中 2500 个左右会写。

每个年段都有具体的识字数量，尽管学生的独立识字能力在逐步增强，但这并不

意味着中高段的识字学词教学就可以放松，甚至放弃。我们要根据各个年段不同

的特点，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字词教学，低段以扶为主，教给方法；中段半扶半

放，逐步引导独立识字；高年级，尽量放手自学，以检查为主，重点字词适当点

拨。 

2.通读课文不可少 

崔峦先生曾说过：“学生不把课文读通，就不转入重点理解。”学生在一节课

的时间里，能够把课文读通读顺了，这堂课就成功了大半。怎样才算读通课文呢？

一是读正确，做到读音正确，停顿适当，不漏字，不添字，不改字，不重复，不

颠倒；二是读流利，做到正确把握语调，语气连贯。很显然，要把课文读通顺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老师要舍得花时间，采用多种形式调动学生阅读兴趣。 

3.概括课文内容不可少 

课文读通了，要让学生了解课文内容，就必须引导学生概括出课文内容，培

养其概括能力。引导学生学习提炼课文关键词来概括，这样为深入理解课文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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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4.理清课文脉络不可少 

课文先写什么，接着写什么，最后写什么，要让学生有个清晰的认识。培养

学生阅读与写作的条理性，这也是语文课标的要求。 

以上几个环节应是第一课时的份内目标，是第一课时必须完成的规定动作；

读懂课文，品味词句，体会情感，领悟表达应是第二课时的主要追求。我们既不

能把本该第二课时才学习的教学内容提前到第一课时，也不能使第一课时该落实

的教学目标遭到旁落或匆匆走过场。 

第一课时往往是学生对新知识的渴望最强烈的时候，因此教师在选择教学内

容和策略时，要了解学情，因课而异，因材施教。首先要找准切入点，让学生乘

兴而来；其次要构建阅读场，让学生尽情读书。具体地说，第一步，创设情景导

入，唤起阅读期待；第二步有效初读文本，整体感知课文；第三步学习生字新词，

交流感悟所得；第四次步切入课文重点，小结设置悬念。 

再回到以上两位老师的课堂教学，开始的一些环节可以放在第一课时解决，

其余的作为第二课时的教学内容。这样，就不至于使课上得那么匆忙，就能让学

生学得更充分些，收获更大些。 

第一课时可做的事很多：简介萧红和《呼兰河传》，引导学生把课文读正确

流利，理清课文脉络，概括课文大意，学会本课所有生字词，认真落实写字教学，

重点指导“帽”、“穗”、“抛”三个生字的写法，让学生描红临写好每个生字。再

重点学习第一二两个自然段，在引导学生进行读悟实践中，了解一二自然段的语

表形式，尤其是第二自然段的总分写法，让学生仿写。第二课时再重点感受萧红

童年生活的快乐自由，体会祖父带给萧红的爱与温暖，学习第 13 段的表达方法，

进行练笔，最后链接《呼兰河传》，激发学生课外阅读的兴趣。 

这样扎扎实实的训练，两堂课中学生都会有实实在在的收获。于永正老师说

过“语文课要做好三件事：读书、写字、作文”，《语文课程标准》也特别指出，

语文课要落实听说读写的训练，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如果我们都重视了第一课时的教学，第二课时又何愁上不出精彩来呢？ 

一句话，第一课时是对学生进行读写训练，提高语文素养的起始点，或许可

有模式，但不能模式化，可有一定板块，但不能结构化，必须因文而异，因材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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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一切为学生的发展服务。正确处理好第一课时能唤起学生学习课文的欲望，

为第二课时的教学与学习打下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