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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教师核心素养  探究教育本质规律   

    ——2016 年春季重庆地区田家炳中学政治、历史、地理

骨干教师培训班正式开班 

 

5 月 23 日，2016年春季重庆地区田家炳中学政治、历史、地理

骨干教师培训班在重庆师范大学教师培训学院正式开班。来自重庆田

中、万盛田中、渝南田中、江津田中、大足田中、北碚田中、江津二

中和进盛实验中学的 45名教师齐聚一堂，共同学习，共同提升。 

开班仪式上，重庆师范大学教师培训学院院长肖其勇首先对全

体学员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向大家介绍了重庆师范大学的基

本情况，勉励全体学员常怀感恩之心，珍惜培训时光，珍视同学情谊，

重视学以致用，做到培训学习和教育教学一体化发展，促进自身专业



成长和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升。开班仪式上，重庆田家炳中学校友联

谊会会长、江津田中校长李祥云表达了对田家炳基金会、田家炳老先

生和重庆师范大学的感谢，并代表主办方，就本次学习培训向全体学

员提出了具体要求。他说道，全体学员要积极转变角色，当好学生；

严格守时，专心听讲；善于反思，学用结合；相互学习，共同提高。

李会长还衷心祝愿全体学员在培训中收获知识、丰富人生，收获友谊、

快乐人生！随后，江津田中李阳老师还作为学员代表，进行了表态发

言。 

开班仪式后，全国考委命题中心评估专家组专家、重庆市教育

考试院命题一处处长黄纯雁，重庆师范大学教授沈双一还分别为学员

作了专题讲座。 

 

从周日到 25 日，培训三天时间过去了，但每位老师们的讲座都

很精彩，教室里座无虚席，我们都默默吸收着老师们的技术和新的观



念。 

继 24 日讲了很多有关多媒体的理论和实际例子之后，来自重庆

师范大学的陈前进老师上午开始手把手教我们如何提高做课件的效

率，且让课件变得有质量。下午是来自重庆一中的宋加喜老师为我们

讲座。讲座的内容是初高中的衔接和新高考、新改革。这些内容与我

们的专业成长和视野息息相关，特别是有关新高考的一些基本信息，

让我们受益匪浅。整天下来，虽然培训时间有点长，但参加培训的老

师们没有一丝抱怨，相反大家感觉收获很多，感叹 7 天的培训时间很

短。培训虽好，重要的是在课下要不断摸索和运用，有一种敢想敢做

的勇气才能让教师路走得更远、更好。 

 

26 日，我们怀着激动和兴奋的心情一大早就在带队老师的带领

下，步行前往七中观摩学习，在路上很多老师欣赏着重师美丽的校园

风光，感受到了重师悠久的文化底蕴。上午政史地的老师分别听了七

中三位初中教师的一节公开课，课后大家一起交流学习，共同探讨。

下午，各个组分学科开展了分享课，首先我们要对上分享课的老师表

示感谢，谢谢他们的无私，谢谢他们的勇气。课后各个老师都对上课

的老师进行的点评，各位老师的点评都非常实在，诚恳，感觉就像家

人一样的提出建议，郑渝、李晴、陈春梅三位老师也进行了精彩的点

评。 



      

27 日上午，田家炳中学骨干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班历史组的培训

学员到重庆 8 中开展了名师观摩课活动，本次观摩课执教教师是本校

的历史名师张诗文老师。在整个教学活动中，张老师始终保持饱满的

热情以及与学生之间和谐的师生关系，在课堂教学中不仅展示了良好

的个人形象、深厚的文化底蕴，先进的教学理念，优秀的教学素养，

更能做到以人为本，充分关注学生的课堂表现、心理动态和学生主体

性的发挥，课堂教学紧扣教学大纲，整个教学流程既严谨又活泼，既

活跃又有序，既通俗易懂又鲜活丰满。这一切都令观摩学员赞叹不已。 

 

培训结束 

下午，田家炳中学政史地骨干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班培训也完美结

束，并举行了结业典礼。 

开班典礼由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兼此次班主任陈春梅老师

主持。重庆师范大学教师历史与社会

学院院长常云平，重庆师范大学教师

历史与社会学院党委曾凡浏，重庆师

范大学教师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沈双



一，重庆市田家炳中学副校长颜晋，参加结业典礼。曾凡浏书记对这

次培训做了肯定的总结，院长常云平宣布了优秀学员名单和合格名

单，颜晋副校长殷切希望我们能务实于教育，发扬此次培训精神。 

来自于进盛实验中学员代表梁梅

做了培训感悟与收获发言，要把此次

培训的精神、理论和所思所得应用于

教学实际，以应对新课改、新高考的

挑战。 

  最后出席典礼的领导为郑洪

燊、梁梅等 11 位优秀学员颁发奖状，

还为参加本次培训活动的重庆地区五

所田家炳中学的 44 名政史地骨干教

师办法了合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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