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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并点评学员微型展示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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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员报到

为落实河南省教育厅“国培计划（2021）”河南省小学语文教师

培训项目的通知精神，切实做好学员培训的各项工作，教师教育学院

预先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为学员本次活动做了充足的准备：从《培训

手册》的编印到报到组织接待团队，从学员培训资料及学习用具的发

放到教室的布置及设施准备，从班主任的热情服务到院领导的现场视

察，让学员们感受到了一种家的温暖。

10月 10 日上午 8点，平顶山学院迎来了“国培计划（2021）”

中西部项目县级农村骨干教师能力提升培训的学员，来自河南省各地

区的 98位教师齐聚平顶山。在疫情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为了让学

员顺利安全地报到，班主任做了精心的准备，组织接待团队在平顶山

市香山酒店大厅，迎接国培新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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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们满腔热情，负责引领和接待工作，检查核酸检测证明、

健康码、行程码。帮助学员们完成登记，安排住宿房间，发放培训资

料及学习用具等各项工作。为了让学员们尽快地熟悉新的环境，更快

地融入新的学习和生活，工作人员还向学员老师们简单地介绍了国培

的学习安排和生活注意点，为他们这段时间的生活提出了自己切身的

建议。

重复的地接送工作并没有使工作人员懈怠于自己的工作，她们热

心地欢迎每一位学员的到来，让外出参加培训的学员们感受到了不一

样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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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员见面会

为了让学员们更好地参加培训活动，彼此间可以更快地融入，我

们先举行了学员见面会。

此次学员见面会由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步——破冰游戏。本次破冰名为“画手”。顾名思义就是在

纸上用彩色的马克笔按照自己的手型画出轮廓，再分别在大拇指，食

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拇指上分别写上自己的教龄，兴趣爱好，最喜

爱的语文教学名师，最喜欢的教学参考书，最喜欢的一篇课文。然后

将内容相同的拇指连接起来，学员们在这个破冰活动中找到了志趣相

投的老师，互相也熟悉了起来，慢慢的都融入到了这个集体。

第二步——团结协作。在“画手”游戏的基础上，大家一起齐心

协力完成一张海报，在这个过程中选出小组长，海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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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名、组号等。海报完成后各小组要展示海报，介绍自己的小组并与

大家分享设计想法以及内涵。

活动开始时大家还有些拘谨，随着班主任的鼓励，各小组长的引

导，学员老师们开始逐渐活跃、互帮互助，时不时能听见欢快的笑声，

团队的合作力量逐步显现。

第三步——小组会。破冰结束后，各组选出的小组长留下来与班

主任李飒、任丹丹进行了第一次小组长会议，在会议中明确了轮值小

组任务清单，以及组长职责同时班主任们还了解了学院老师们的在生

活和学习上的问题并一一进行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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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班典礼

2021 年 10 月 11 日上午，“国培计划（2021）”——中西部县

级农村骨干教师能力提升培训项目开班仪式顺利召开。国培计划

（2021）的全体学员、平顶山学院副校长程永华、教师教育学院教学

督导闫江涛、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任玮、教师教育学院副院长王小鹤、

王秋歌等出席了本次开班仪式。

会议由教师教育学院副院长王秋歌主持。典礼第一项，会议室内

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学员们纷纷起立，在王院长的带领下，重

温了庄严而神圣的教师誓词。随后平顶山学院副校长程永华致欢迎词，

她对这次教师培训团队研修项目培训顺利开班表示祝贺。在动员讲话

中，她向学员简要介绍了平顶山学院的概况，办学理念，她希望这期

培训班能成为先进理念的讲坛、教学经验交流的窗口、前沿问题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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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台。

之后，平顶山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副院长王小鹤对本次培训的有关

事项和工作安排进行说明，着重提到了学员学习、生活、纪律和防疫

方面，特别强调了培训的纪律，明确了国培计划实施的意义，并对学

员们表达了真切的寄语。

李斐然、高伟珊两位老师作为学员代表做了发言：“明确学习目

标，沉下心来，刻苦学习，潜心研究，勤思好问，积极交流。利用好

宝贵的学习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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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家点评优秀案例

“专家点评优秀案例”的活动，让学员们受益匪浅——平顶山市

卫东区五条路小学，省级骨干教师、市政府表彰优秀教师王红梅老师

聆听并点评学员微型展示课，专家深入的点评，丰富的经验，渊博的

知识，都让学员们收获颇丰。

王红梅老师观看了各小组优秀课堂实录，并且聆听各位老师设

计这堂课的想法和思路。为了让每一位展示学员都获得专业的意见，

本次点评采取每五位老师展示后王红梅专家进行一次统一的点评，这

种形式不仅能够提高效率，而且还让学员们听到了更多专业的见解，

进一步丰富自己的教学设计。

第 1组鹤壁市的王素霞分享了三年级上册第二单元写作练习《写

日记》的教学思路。这节作文指导课，她在巩固之前写法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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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孩子们学会留意自己身边的生活，并用自己的语言生动地描述出

来，让孩子们在格式正确的基础上，激发学生乐于表达的愿望。

为了激发孩子们的兴趣，王素霞选择了欣赏图片、小组交流、树

立榜样、布置轮流日记等环节，提高了学生积极性。在教学中，她善

于评价学生的发言，发现学生发言的闪光点，引导学生由浅入深，循

序渐进。

第 2组鹤壁市田伟伟微课展示三年级上册习作课《我要编童话》。

本次教学设计，田伟伟十分注重创设情境，师生共同漫游于童话王国，

学生在情境中看故事，明白童话特点；编故事，练习口头表达能力，

培养合作精神；写故事，训练学生掌握写作技巧。学生从读到说从说

到写，充分发挥了想象力和创造力，成为课堂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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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组焦作市崔传峰展示三年级上册第一单元习作《猜猜他是谁》

的教学设计。在巩固之前写法的基础上，指导孩子们学会细致观察人

物形象的外貌特点，并用自己的语言生动地描述出来，让孩子们学会

了结合人物的外貌特点、语言行为特点、优缺点，描写出一个完整的

活灵活现的人物，激发了孩子们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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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组焦作市李丹丹分享了四年级上册《小小“动物园”》的教

学设计。她一步步展开教学，整堂课的学习氛围很融洽，使孩子们都

乐此不彼地分享自己的想法，让孩子充满惊喜和快乐，让孩子产生幽

默和共鸣，将每个人和动物做对比，积极引导学生运用对比方法，仔

细观察，学会通过细节和事例把人物特点写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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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组濮阳市的邢俊芳展示了四年级上册《小小“动物园”》的

教学课件。在她的教学过程中让同学们抓住家里人的特点和某个动物

的相似处来介绍，精心指导教学，课堂上口头表达进行练习，使得大

部分同学都能运用所学知识来介绍自己家人的特点。

第 6组洛阳市的刘俊良展示微课《有趣的动物》。这是一节口语交际

课，在课堂是上她积极引导学生进行语言表达，设计了丰富有趣的教

学环节，不仅激发了学生们的学习兴趣，还提高了学生们的口语交际

能力，十分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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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组栾川县贾宏涛分享了习作课《我的心爱之物》。在他的教

学过程中，通过设置“组织材料”“突破难点”“动笔练习”这些环

节，让学生深入了解题目，明确写作目的，在写作中做到有的放矢，

并且能够充分照顾到不同程度的学生的情况，让不同程度的学生有物

可写，有据可依，从而达到预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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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组洛阳市苗雪分享了三年级上册第二单元写作练习《写日记》

的教学设计。首先，她引导学生观察别人的日记是怎么写的，日记与

我们之前学过的其他作文有什么不一样？提醒学生注意格式及日记

的写法。其次，让学生观察一篇捉鱼的日记，告诉他们日记可以写当

天亲身经历的事、看到的事、听到的事、自己的想法和感受等，让同

学们自己试着写一写，养成写日记的习惯。最后还总结了写法：多观

察，能把文章写真实；多思考，能把文章写明白；多修改，能把文章

写通顺；多读书，能把文章写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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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组郑州市吴欣

第 10 组鹤壁市的张桂芳进行了三年级《学写请假条》的微课展

示。她先给学生们创设了一个情境，给了一个假条案例，让学生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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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观察并自己总结出写请假条要注意的格式规范，后来又让学生一次

次纠正他人请假条中的错误，明确易出现的问题，并结合所学的儿歌，

牢固掌握书写请假条的正确格式和注意事项，最后再进行请假条写作

训练。整节课的氛围较好，学习效率很高。

平顶山市卫东区五条路小学的王红梅专家作为特邀嘉宾，和学员

们进行面对面评课，用自己将近三十年的小学语文教学经验来帮助学

员老师们打磨习作课，作为第三届市名师，市政府表彰的优秀教师，

省骨干王红梅专家有着丰富的经验，渊博的知识，她给学员老师们带

来了不一样的学习经历，相信通过本次的学习大家都能收获到满满的

经验知识，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

在本次专家点评的过程中，学员们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记录笔

记。教学经验的大集合，让学员们之间产生了联系，大家有分享，有

收获，共同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