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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邹健老师把她的书稿邮寄给我，让我帮她写一个序，我很高兴。在现在这

种大的经济环境之下，邹健老师能够不惜花费时间和精力把自己二十余年的从教经

历编写成这近二十万字的书籍，真让人高兴，也十分难能可贵！感叹之余，品读了书

稿，虽然不能说是字字真知灼见，句句深刻理论，但是在字里行间也处处流露出一

个教育工作者辛勤耕耘的足迹与高远的旨意；也处处凸显出一个勤于学习、孜孜探

索者对教育教学规律不断研究的独到见解。邹健老师让我给她的书写一个序，我愿

将我对此书的理解以及点滴感悟书写于此。

时间飞逝，一晃邹健老师从教已经二十多年了。我在元宝山区教育局工作

时，她还是个刚刚走上讲台的年轻教师。那时的小邹老师给我的印象是干练、认

真、肯吃苦！还记得她做班主任工作时，她所带的班级有八十多名学生，教学成

绩在元宝山区总是名列前茅。二十几岁就一举夺得市级青年基本功大赛一等奖，

之后又陆续获得了“元宝山区名教师”、“赤峰市优秀教学能手”、“赤峰市小学

语文学科带头人”及“内蒙古自治区小学语文学科带头人”的称号，真正成了元宝

山区乃至赤峰市小学语文教育界的领军人物。今天读了书稿，让我感到了邹老师

不但有正确的教学方法，还有不断反思和不断总结自己的教学经验的勤勉精神，

致使自己的语文教学达到了审美化、艺术化的程度，实现了教学过程最优化的理

想。邹健这本书，记录了她的从教历程。全书有多篇优秀教案，可以算得上是示

范案、典型案。本书的亮点即是邹健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书写的教学论文、教学反

思以及教学案例。细品她的教案，无不反映着教师的教学水平，折射着教师的教

学思想，表达着教师的教学风格，体现出了一个教师的实力和功力。通过研读发

现，她的一些教学方法即她书写的论文，真正体现了“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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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法”的真谛，真正体现了“熟生巧，巧升华”的教学理想境界。成长=经验+反

思，这个波斯纳（posner）教师成长的经典公式在邹老师这本书里得到了诠释。

记得叶澜教授说过：“一个教师写一辈子教案不可能成为名师，如果一个教师写

三年教学反思就可能成为名师。”书稿中邹老师的教学反思梳理了自己的教学得

失，提升了自己的教学理念，让自己成为了一个专家型的教师。

教学具有艺术的内涵，它既要求教师具备高超精湛的教书育人的技艺、技能，

又要具备没有成式可套、极富创造性的工作方式，还要注意运用语言、动作、音响、

图像等形象化手段表达特定的教学内容和教师的思想感情。本书从一个侧面揭示出

名师成功的有效途径和奥秘，这对一般教师的迅速成长和最终成功，具有特殊意义

和价值。本书的实用意义表现在：它针对当前语文课堂教学普遍缺乏趣味，学习情

绪不高，效率和效益低下的现状，提出向名师求教，做智慧型教师，学习借鉴名师智

慧课堂教学艺术，提高课堂教学技艺、技能和艺术修养。书中介绍了邹老师的教育

观点，列举了生动的案例，具体展现了她的教学艺术，让我眼前一亮，豁然开朗，这

些能带给教师们更多富有实际操作价值的启发。例如：她对小学语文综合性学习提

出综合性学习主题的确立要依据文本及学生的成长规律；对于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她

提出——要做足课前准备、有效的提问，创设情景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要从课文整体感悟入手，实行言论自由，开发学生潜能引导，尊

重学生个性化感悟，重视对语言文字的感悟、品味；对于小学作文教学她提出作文

教学不能流于形式，要精心地创设情景，激发学生表达的欲望——解决学生“想写”

的问题；鼓励学生说真话，表真情——解决学生“写什么”的问题；教给学生作文方

法，落实作文指导——解决“怎样写”的问题；重视作文的修改讲评——解决“写

好”的问题。还有很多，这本书值得一读！

研读此书，仿佛听到了邹老师朗朗的诗语，看到了邹老师的成长足迹。在这本

书中，邹老师的教学情志、教学魅力、教学艺术、为师之道，都让我折服。她把“三尺

讲台”变成了“舞台”，把课文中难以理解的抽象内容演化为一种“表演”，让学生从

“表演”中获取更为直接、更为深刻的知识。她不仅把深奥的知识浅显化，还能将

这些知识在学生的头脑中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在她的教学案例中，我们感受到

的是她对学生的爱与尊重。正如她在本书中的一篇有关班主任论文《我的班主任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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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所说：“每个学生都是一个‘人’，都是‘上帝’赐予我们的一件艺术品。尊重是

教育的第一原则，也是‘爱’的表现之一。我尊重每个学生，不仅仅让他们感到我和

蔼可亲，更重要的是我理解并尽力满足他们的内在需要，无论是学习上的、心理上

的，还是生活上的。”读罢此书，真是受益匪浅。

2016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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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学习与反思

沐浴课改之风，走向创新之路
——新课程新教材培训心得

新一轮的课改进行得如火如荼，乘着这趋势，我们也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课改培

训。此次培训收获颇多，每一堂讲座的聆听总是能让人如浴春风，神清气爽，让我

在教学的方向豁然开朗。所谓名师，我想贺老师的一堂语用知识的讲座堪称精彩！ 

聆听时不禁拍手叫好，课后，还回味无穷。“真好！朋友送我一对珍珠鸟！ ”这句话

至今还印在我的脑海里。所谓名师，我想王松洲老师的一堂《与象共舞》引人入胜，

更是无可比拟，无法挑剔。名师的魅力、名师的风范，是我们需要不断努力才能达

到的。改革需创新，课改同样需创新。还记得楚主任说的那个关于饭店用方言吸引

顾客的故事：“有一种开始叫架场，有一种结束叫散棚，有一种思考叫韵神。”这就

是创新。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优胜劣汰，创新至上。就让我们乘着新一轮的课改之

风，扬帆起航，朝着小学人民教师的路上驶去吧！走创新之路，创不一样的精彩！

感叹，不愧名家
 ——网观王松洲老师《枫桥夜泊》

    

近日，自己在网上观摩了王松洲老师的《枫桥夜泊》，这节课整体十分精彩，

给人以“课已尽而意无穷”的感受。回顾整个教学过程，以下三个方面令我叹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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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钟声越千年——丰厚的文化底蕴

导入本诗的教学时，王老师出示了许多与钟声相关的诗句，引发学生对诗歌背

景的联想和想象，并在这种文化语境中质疑：为什么一代又一代的诗人在不约而同

地写到寒山寺的钟声？由此引发学生对诗歌的探索和感悟。王老师和孩子们一起反

响和感悟了这个特有的意蕴，继而带着孩子们感受经典诗文的魅力。在此过程，王

老师丰厚的文化底蕴得以彰显。

二、音乐、范读——让诗歌意境悠远

王老师的课一开始，就从音乐引出古诗，让学生在读诗中体会诗人的情感，没有

刻意的解释，学生却能在老师的引领下自我感悟，投入到古诗的诗情画意中。其中，

王老师的配乐范读更是为本课的教学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他声情并茂的引读

下，学生才真正做到在读中体会、在读中感悟。

三、若有若无——板书令人难忘

在学生品读诗歌的过程中，王老师以“愁眠”为核心，从所看、所听、所想几个

方面，逐步完善板书，又在钟声的抚慰和劝解中渐渐擦去板书。若有若无，却令人记

忆深刻，不得不承认，这是王老师的高明之处。

总之，从王老师的这节课中，我感受到了大师的风范，他润物细无声的教学令

我们陶醉。在今后的教学中，我将以王老师为典范，将诗意语文进行到底！

   

读《小学语文名师课堂教学艺术》体会
    

今天，从附小高原老师那里借来《小学语文名师课堂教学艺术》这本书，便如

饥似渴地读了起来。书中介绍了目前活跃在小学语文届的特级教师的课例及特色教

学。从书上不但欣赏到了这些名师的风采，而且许多名师的理念可以说让我从中学

到了许多身为人师的方法，确实是一本小学语文老师的好读本，受益匪浅！

看这本书收获的不仅是名师的一些经典教案，还有他们平时的一些心得。毕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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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也是从普通人成长起来的，听听他们的经验之谈，也能让自己枯燥的语言得到

些许的滋润。向里看去，我看到了小语教学可以达到的精彩，看到了特级教师令人叹

服的智慧，看到了小学生令人惊叹的理解与表达能力；同时，也有助于解开我长久存

在的疑惑。其中特别喜欢于永正老师的“好书不厌百回读”的态度，名师的智慧需要

细心品味，希望我能有那么一点悟性习得大师们的一点皮毛。书中第一篇就介绍了

于永正老师，一次又一次被于老的教学技巧折服了。从事这么多年来却从没走近他、

了解他，甚觉惭愧。

于老说道，一名语文教师具备的基本条件有三：一要善良，要善待学生，把学

生当作朋友。二要有责任心，严而不厉。三要爱读书，爱写作。审视一下自己，把学生

当作朋友还没这个意识，第二点还行，爱写作则差远了。看来自己在这些基本条件上

还要加倍努力呀。再看于老《给女儿的20条贴心建议》，虽然每一条建议都显得那

么简短，但细细品味，这些细节上的处理却句句切中要害。比如：肚子里要有几个故

事和笑话，找机会讲给学生听。就像于老说的，老师讲的故事，学生会终生不忘，能

让调皮的学生亲近你，这样，老师和学生的距离不就拉进了吗？看来，我得往肚子里

多塞几个故事。这一些建议不正是于老长期的教育教学心得吗？不仅是对刚走上教

育工作岗位的年轻老师非常有用，对我这所谓的老教师何尝不是一样有效?

惊叹于老师的艺术修养。于老师会讲，能根据讲课内容的感情基调和学生听讲

的状况与情绪来调整语调、语速，并决定讲话的轻重和缓急。于老师善读，课文读

得有声有色、声情并茂，把文字读活了，课堂因为师生之间入情入境的朗读而充满活

力，充满情趣。于老师字写得棒，不管是楷书还是行书、草书，都信手拈来，在这样

老师的影响下，孩子们同样会关注、热爱祖国的书法艺术。于老师画画就更绝了，在

教描写花鸟虫鱼的课文和一些描写人物的课文时，寥寥几笔就能将其勾勒出来，这

样的课堂还能不“艺术”吗？有了这样的艺术修养，我们的语文课堂才会上得有意

思，才会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当然，于永正老师能把课上得这么有魅力，最重要的还是精心备课。每个老师

上课前都要备课，可是真正能做到“精心”两字的恐怕就有难度了。何为精心？大到

一篇课文的结构，小至一句话、一个词，都要了然于心，把它弄清楚，弄明白，否则就

不能教，也无法教。拿到课文，首先读，哪怕教过好几遍，朗读课文是备课的第一步，



4

小学语文从教笔记

也是最重要的一步。读的同时查字典、词典，把拿不准的字的读音一一落实，绝不想

当然。每个新词都查查词典，不能有半点含糊。他还说，只看教参，没有自己的思考，

是从来没上过让他满意的课的。最后指出：这法儿那法儿，不钻研好教材就没有法

儿。于老师在细微处下工夫，研究教材充分，所以上课时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因而得

“庖丁”的雅号。

我想作为现在的我来说，那就是要多学习，多读书，开阔自己的眼界，提升自己，

才能使自己在课堂上做到收放自如!

《小学语文名师教学艺术》读后感
    

今年寒假，我有幸拜读了雷玲老师主编的《小学语文名师教学艺术》。第一次

读这本书，我便被书中名师的风采、名师的教学艺术、名师的课堂的生命气息深深地

吸引住了。读了它，解开了自己在平时语文教学中的许多困惑，明白了什么是高超的

课堂教学艺术。

本书运用生动的语言文字介绍了于永正、孙双金、王崧舟、赵景瑞、闫学、吉春

亚、盛新凤、周益民八位特级教师的教学艺术，书中介绍了他们的教育观点，还列举

了生动的案例具体展现了他们教学艺术，让我眼前一亮，豁然开朗，从而带给我更多

富有实际操作价值的启发。

读此书，仿佛听到了先辈名师的亲切话语，看到了先辈名师的成长足迹。在这本

书中，每个老师的教学情志、教学魅力都让我折服。然而让我感受最深、对我启发最

大的是于永正老师、孙双金老师、赵景瑞老师的教学艺术及为师之道。

于永正老师，他把“三尺讲台”变成了“舞台”，把课文中难以理解的抽象内容

演化为一种“表演”，从表演中获取更为直接、更为深刻的知识。他不仅把深奥的知

识浅显化，还能把这些知识在学生的头脑中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在他的教学案

例中，我常常感受到的是他对学生的爱与尊重。正如他所说：“每个学生都是一个

‘人’，都是‘上帝’赐予我们的一件艺术品。尊重是教育的第一原则，也是‘爱’的表

现之一。我尊重每个学生，不仅让他们感到我和蔼可亲，更重要的是我理解并尽力

满足他们的内在需要，无论是学习上的、心理上的，还是生活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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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提高课堂教学效益呢？孙双金老师认为，首先要研究的问题是什么样

的课是好课，即好课的标准问题。他把好课的标准归纳为16个字：小脸发红，小眼

发光，小手直举，小嘴常开。“小脸发红”是指要让学生上课时兴奋起来，“小眼发

光”是指把学生智慧的火花点燃起来，“小手直举”是指把每一个学生都调动起来参

与到共同的学习过程中去，“小嘴常开”是指学生在学校过程中要充分表达其所思、

所想、所疑、所问、所感、所叹。而他的课堂教学艺术确实非同一般：轻松但不失深

邃，上课如领学生登山，把自己巧妙“藏”起来。这更让我由衷地崇拜。

语文要学习两方面的本领：一方面是接受的本领；另一方面是表达的本领，即

说给别人听，写给别人看。口头语言的说和听，书面语言的读和写，赵景瑞老师做得

就很巧妙。如赵老师在作文课上设计了这样一个情景：一位小朋友到菜市场买菜，

卖菜的阿姨错把两角钱当作一角钱找给了他。归途中他才发现多了一角钱……讲到

这里不讲了，问学生：“假如是你发现多找了一角钱，你会怎样做？会有什么行动？请

写出来。”学生进入角色后，亮出了许多有差别的行为，反映了不同的认识水平，从中

评出最佳做法。让这位学生上台表演，老师充当卖菜的阿姨，全班观察他的表演，然

后写出一个小片断。将真知化为行动，又化为作文，知行合一，人文一致，一举两得。

在我看来，他们仿佛时时刻刻在我身边，他们的话成了提醒，时时刻刻告诫我

不要怎样，要怎样，怎样才能怎样。就这样，我们在一个无声的世界里，在从未相逢

的情况下，开始了一次又一次促膝长谈，成了交心的朋友。看来作为年轻老师的我，

真要多向这些名师学习啊!平时要多注重教学方法的有效性，挖掘教材，把握好教材

的重难点，摸透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创设恰当的情景让学生多读，在读中感

受文章所表达的感情，并提高学生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教学之路很漫长，但我相

信，只要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就能够走出困惑，收获成功!

《草船借箭》说课稿

一、说教材

这篇课文是人教版九年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语文教科书第十二册第三单元的

一篇精读课文，旨在让学生了解祖国的历史。通过学习，按事情发展的顺序写清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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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这篇课文是根据我国著名的古典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有关“草船借箭”的情

节改写的，故事是在东汉末年，孙权、刘备联合抗曹的时候发生的，课文写了周瑜由

于妒忌诸葛亮的才干，要诸葛亮十天造十万支箭，以此迫害他。诸葛亮同周瑜斗智，

用妙计向曹操“借箭”，挫败周瑜的算计，表现了诸葛亮神机妙算，才智过人。

 
二、说目标 

依据《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以下简称《新课标》）对该段语文阅读教学及本

单元的学习要求，我将本课的教学目标预设为：

1. 理解课文，使学生领略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这是能力的培养）

2. 总结出草船借箭成功的原因。（这是过程与方法的培养）

3. 从故事中具体的人和事中得到启示，体会我们祖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

化，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创新意识。（这是对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

 
三、说学法、教法 

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在教学过程中，要加强学生自主的语文实践活动，引导

他们在实践中主动地获取知识，形成能力。为此，根据教材故事性较强，学生较感兴

趣读的特点，在组织学生初读课文，整体感知的基础上，帮助学生把握探究主题。

接着，引导确定探究内容，领悟探究策略，再组织学生进行类化探究体验。

学法：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是新的课程改革的突破口，《新课标》指出：阅读

时，学生能“联系上下文和自己的积累，推想课文中的有关词句，体会其表达效果”。

根据本课特点，着重指导学生运用以下方法学习。

１. 抓住重点词语“神机妙算”，设疑导读，以词绕文，串珠引线，深究课文。

２. 自主阅读，自主探究，从相关词句入手，联系上下文，以读为主，采用画一

画、想一想、议一议、说一说的形式，深刻理解课文的思想内容。

四、说教学流程 

为达到教学目的，本课我分两课时进行教学。第一课时，从课文题目入手，让

学生围绕题目质疑。有的学生质疑说：“草船借箭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草船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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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谁向谁借箭？结果怎么样？”然后自主读书，理清文章的脉络，了解事情的起

因、经过和结果。

第二课时，重点探究草船借箭的经过，也就是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表现在哪些方

面。讨论解疑，弄清草船借箭成功的原因。 

下面我着重介绍第二课时的教学流程。本课时，我安排了三大环节：

（一）联系旧知，复习导入 

上课伊始，我用提问的方式直接导入：同学们，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第11课《草

船借箭》。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已经了解了课文的大意，知道草船借箭的起因

（周瑜妒忌诸葛亮的才干），结果周瑜长叹（“诸葛亮神机妙算，我真不如他！”）

起因和结果截然不同，是诸葛亮的什么（板书：神机妙算）使周瑜自叹不如的

呢？这样的导入，引起了同学们强烈的探究欲望，激起了同学们的学习兴趣，变“被

动学”为“渴望学”，从而为学习下文打下了基础。 

（二）合作交流，理解课文 

因为在上节的学习和刚才的导入，同学们都知道是诸葛亮的神机妙算使周瑜自

叹不如的，我便以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表现在哪几个方面作为教学主线，组织教

学。此时我让同学们带着这个问题，默读课文勾画出能够表现出诸葛亮神机妙算的

句子，并加上批注。自学后再小组合作，这样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开阔了学生

的思维空间，让学生在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中了解诸葛亮的神机妙算。他们在读中

思考，读中领会，使学生动脑、动口、动手。学生在思考、探究、交流中才会对问题有

更深入的认识，这也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体性原则。

通过自主阅读，合作交流，同学们很快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有关材料，有的同

学说：我觉得这个句子能体现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如“这时候，大雾漫天，江上连面

对面都看不清”。这时，我给他投去了赞许的眼神，示意他接着说，“为什么你认为

这就是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呢？”教师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有时也会起到意想不

到的效果，这位同学信心十足地说：“诸葛亮选择这样的天气，说明诸葛亮精通天

文气象，而且预测准确，正因为大雾漫天，面对面都看不清，诸葛亮的妙计才得以实

施。”接着，我又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碰巧遇上大雾天气呢？我请同学们结

合上文说一说。学生马上就从课文的第二自然段（周瑜要诸葛亮在十天内造好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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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箭，而诸葛亮说只要三天）中找到了依据。我让学生认真读第二自然段，想一想周

瑜和诸葛亮是怎样想的。学生体会出周瑜想陷害诸葛亮，诸葛亮早已知道第三天四

更时分一定会有大雾，他胸有成竹。然后让学生分角色进行朗读，更深入地体会到

人物的内心活动，体会到诸葛亮知天文、识人心。

那么诸葛亮只知道周瑜的心吗？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马上又从文中找到了依

据，总结说诸葛亮知道鲁肃忠厚守信，特向他借船，知道周瑜聪明过人，所以不让鲁

肃向周瑜提借船之事，知道曹操谨慎多疑，看不清虚实不会轻易出兵，因而大张旗

鼓，雾夜佯攻曹营；他还甚至算到了周瑜取箭后必然疑惑，但决不会直接问原因，所

以请鲁肃同船取箭，做个见证，回去好向周瑜讲述取箭经过，给周瑜一个迎头闷击，

让他清醒地看到自己阴谋的惨败。这部分教学主要是让学生从识人心这一角度去体

会诸葛亮的神机妙算。

那么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还体现在什么地方？学生说到“诸葛亮把船一字排开，

一边擂鼓，一边呐喊”时，教师及时板演船一字排开的样子并及时充当质疑者，说：

“诸葛亮为什么把船一字排开呢？”教师以合作者的身份提出这个问题，犹如向学

生的心海投下了一颗巨石，激起了学生思维的浪花，学生的探究欲望被激发起来了，

他们就会更主动、更细致地研读语言文字，深入理解诸葛亮这样安排的巧妙之处，

总结出方法的妙在。

再看一看课文还有没有其他地方能够体现出诸葛亮神机妙算的地方？有几名

同学找到了这句话：“曹操知道上了当，可是那边的船顺风顺水，已经驶出二十多

里，要追也来不及了。”从这句话中知道了诸葛亮懂地理。

总之，教学流程的第二环节主要是让同学们通过自主学习，合作探究，对诸葛

亮的神机妙算表现在哪些方面有充分的理解。 

（三）总结升华，课外延伸 

通过上一环节的学习，同学们已经知道了草船借箭成功的原因，他们已经有了

“不吐不快”的欲望。此时，我让同学们自己总结，从而使他们对诸葛亮这一历史人

物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同时，他们还说出了很多词语来形容诸葛亮的聪明才智。 

最后，我又设计了这样一个作业来拓展延伸，回归人文：      

1. 有借必有还，“借”的箭到底有没有还，怎样还的？欲知后事如何，请利用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