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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永远在路上 
               ----田家炳培训者-垫江九中  汤继琳参加田家炳项目校本研修阶段总结有感 

    2017 年 4 月 28 号，我带着名师工作室的几个成员到了重庆市北碚田家炳

中学参加他们的校本研修学习。尽管之前我对本次活动有一些了解，但活动结束，

我还是深受震撼。 

（一）精心准备 

   28 号早上 7 点 50 我们到了现场，签到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到了活动

的资料。除了对田家炳中学的介绍外，我们每一个人还得到了一本非常详尽的活

动过程资料。里面的内容从对本次活动的介绍，到老师们发言稿再到授课老师的

PPT 打印稿都有。特别是授课老师 PPT 的打印稿，如此贴心的准备，我是第一

次见到，打印稿的旁边给听课老师留足了写听课反思的空间。让听课者听起课来

轻松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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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手册还真有点不同凡响、、、、 

（二）专家引领 

  在我们听课之前，西南大学的杨晓钰老师给大家做了一个十分钟的小讲座，

就是告诉大家听课的时候要带着目的去听，不要泛泛而谈。这其实也是我们自

己上课的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往往为了活动而活动，因为目的性不强就导致



 

了有效性不够。

 

                 高位引领—豁然开朗 

杨教授指出,我们在进行课堂观察时,应从多个维度进行观察。维度一：学生学习。

在对学生的学习进行观察时，可从课前准备、学生的倾听、学生的互动、学生学

习的自主情况、学生的达成等视角观察。维度二：教师的教学。在对教师的教学

进行观察时，可从教师的教学环节、教学呈现、教学对话、教学指导、教学机智

等视角进行观察。维度三：课程性质。在对课程性质进行观察时，可从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教学实施、教学评价、教学资源等视角观察。维度四：课堂文化。在

观察课堂文化时，可从课堂思考、课堂创新、关爱、民主、特质等视角进行观察。

杨老师又让我再次听到了评课的 5S 原则。而这一次，她更是在讲座当中增加了

另一个内容，那就是课堂的评价。这是让我眼前一亮的东西。在后边听课的过程

当中，我发现了我自己课堂当中没有运用过的。老师在这里提出来，课前让学生

明白这节课自己要学习什么，课后就要问自己我学到了什么。 



 

（三）同行示范 

      杨老师的课结束之后，我们听了四节课。两节初一，两节初二。初一是阅

读课，初二是听说课。初一的阅读课用一个田家炳项目培训者的话来说：材料相

当的 low。所以我们在备课的时候，的确不知道怎么来解读教材。两节阅读课，

一节课是来自彭水二中的一个刚出来的小伙子上的，另一节则是田家炳项目培训

者刘川灵老师上的。川灵老师的课堂设计让我眼前一亮，可以说是给我们提供了

一个解读初一英语教材的小小的范例。她用大白的身子，做为语篇的分析。让孩

子们明白一篇文章要有头、有身、有尾。这个要点赞！ 

 

 

                          各 献 风 采----田家炳项目独特的风景 

 



 

 

我因为目前在初二任课。对初二的两节课听得非常的认真。而这两节课让我收获

颇丰。田家炳中学易娟老师的课，亮点无数。单词教学，利用了元认知策略，拼

读教学法、情景教学法；教学过程当中一改很多老师为情感教育而情感教育的方

式，只要有机会就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学生的展示也不再是老套的方式，用温

馨小提示的方式告诉孩子们，展示要有创造性，要自信，声音要洪亮……可以说，

易老师的课，好多的地方是可圈可点的。而我最愿意带进我课堂的则是：她课前

给学生们展示了本节课的目标，课堂结束后，她让孩子们根据课前提出的目标对

自己做一个评价。这让我进一步理解了杨老师课前讲座中的“assessment for 

learning; assessment as learning;assessment of learning”. 

当然，我对本节课的目标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我早知道 less is more, slow 

is fast 的道理，我也相信，只要孩子们在学习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学会了学习方法，

思考方法，他们后边的学习会轻松得多。 

 

                      质疑是最好的学习与进步 

 



 

但，身处一线，我深知我们那可怜的时间，如果一节课只完成这么一点教学目标，

学生的确会学得非常的通透，但一学期结束，我们的教学任务按照目前的时间我

们是不能完成的，一旦不能完成我们的教学任务，学生是不可能在考试中得到高

分的，试问，哪一个一线老师敢挑战目前学校的考核制度，教师评职制度。这是

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我想，学校既然在做校本研修，它就应该当做一个问题提

出来。 

   培训者秦瑜的课，充分展示了他的个人魅力。流畅，生动，有创造力，让学

生学习致用，真正地体现了英语教学当中的“learning by using”。尽可能地展

现了培训者的风范。可圈可点的地方不少。而我最深刻的是他的出门票:让学生写

出三个学得最好的，两个以前不知道的，现在明白了的，一个还想了解的问题。 

 

                      耳目一新---大开眼界 

让我们耳目一新的不仅仅是几个老师展示出来的课堂教学，还有田家炳中学王浪

老师带给我们的辩课小讲座。到北碚之前，我知道这一次会有辩课环节，对此是

相当期待的。感谢王老师的小讲座让我对辩课有了初步的认识。更感谢的是主办



 

方本次如此环环相扣的安排，让我上午闻道，下午便实践。王浪老师主要从什么

是辩课、为什么要辩课、怎样辩课和辩课的价值追求几个主要的方面对辩课进行

了阐述。那么到底什么是辩课呢？辩课，就是教师在备课、上课或者说课的基础

上，就某一主题或教学的重点、难点和疑点，提出问题，展开辩论。以加深对教

学重点、难点或者热点问题的理解，真正促进上课教师与听课教师的共同提高。

辩课到底怎样进行呢？既可以在课前进行，帮助授课教师改进教学设计，也可在

课后进行，探讨教学的成败得失；从辩课内容来看，既可以围绕专题展开，也可

围绕教学环节展开，既可以围绕整节课所反映出来的某种理念倾向或教学主张展

开，也可以围绕课堂教学的某一方面或某一环节展开。辩课最重要的是辩教学思

想：一辩课堂是否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思想。二辩教师是否具有“开放教

学”的意识。如果这一个小讲座在辩课前开讲，而且不抢时间的话就更 perfect

了。因为时间较紧，王老师过得比较快。所以，听得还有一些不是特别的明朗。

这是过后要补课的。 

（四）新型评课 

     暂且把第四的一个小标题定为“新型评课”吧。实在想不出更为准确的文字

了。知道自己是辩课团的成员，我心里有一些小小的紧张，所以听课的时候，特

别的认真，注意了每一个环节。初一辩课团热烈的讨论，让我心里更有些忐忑，

尽管有些担心，我还是把自己对易老师课的疑虑提出来。个人认为，没有得到很

好的解决。 

 

 

 



 

 

 

  这场面有点像：李克强总理答记者问哟！激烈、尖锐、扣人心弦啊 

 

这一个环节，我更清楚了我们今后做为授课者该怎么给大家说课：一定是说课堂

设背后的东西，而不是讲自己的流程。杨教授强调：不要强加教育于孩子身上，

而是将教育贯穿在教学过程（课堂）之中。真正的情感并不是“心灵鸡汤”，情

感教育也是文化品格教育之一。在备课时要有效的进行文本解读，抓住语篇特点，

不必非要死板进行一种模式备课，要灵活多变。学生可以自己学会的老师就不要

再教（会让学生失去学习的主动性）。近期备课中教室普遍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



 

目标的缺失；重点应该放在学生应学到什么而不是教室应该做什么。要注重学生

的综合技能发展：让学生学会学习，兴趣便会应运而生。 

（五）专家点评 

     行万里路不如专家引路。活动结束，首席专家张泽建主任做了精彩的点评。

张主任对有效的点评也是相当引人思考的。我们常常会停留在活动的精彩上，而

偏离主题和重点。值得深思。同时，张主任还对活动后期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 

 

   专家的点评与总结太精彩、一盘盘丰富的大餐---真是受益匪浅、终生难忘！ 

   有专家如此的引领，真的是非常的幸运。而学习，更多的是自己的事。再一

次表示感谢了。感谢项目能让我从 2008 走到现在，还能一路风景一路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