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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主题：教科研论文的撰写

研修时间：2016 年 11 月 4 日 

研修形式：观摩三节同课异构课堂+互动研讨+专家讲座 

11 月 4 日，泗阳乡村骨干教师培育站第十二次活动在泗阳双语

实验小学举行。本次活动研修的主题是“教科研论文的撰写”。研修

活动分上午“观摩三节同课异构课堂”、“互动交流”和下午“张肇丰

教授专题报告”三个环节。泗阳乡村骨干教师培育站全体成员参与本

次活动。 

同课异构课堂——认识射线、直线和角 

（一） 双语小学朱金明老师 

【精彩课后点评】 

朱今明老师执教的《认识射线、

直线和角》，把直线，射线，角放在了

一起教学。朱老师通过孩子熟悉的线

段，引出了由线段的一端无限延长，

建模得到的就是射线，由线段的两端无限延长，建模得到的就是直线。 

并通过类比，进一步认识直线、射线和线段的特征。这样让学生

明白数学的本质就是：数学是有联系的，像一张网，越织越大。然后

将直线、射线、线段进行比较，明确它们的联系与区别，再引出角的

概念。这部分内容，是在学生已经初步认识了线段，角和直角的基础

上进行教学的，是几何形体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也是认识几何形体

的基础。学生在二年级的时候就已经能够直观地描述线段和角的特



征，形成了一定的空间观念。

本课尊重学生的认知规律，从

“有限”到“无限”引导学生

认识直线和射线，掌握角的概

念。 

    朱老师的这节课通过

迁移，观察分析等帮助孩子建立对直线、射线的认识，掌握直线、射

线、线段联系与区别，以及角的概念，角的符号；并在教学角的符号

时和学生熟悉的小于号比较异同，进一步认识了角的符号，从而能正

确书写。让学生学会用三角板、直尺画直线、射线和角。 

同时创造性地教材，用活教材，达到从教到用的转变。教师精心

地设计教学过程，有效地利用学生已有的旧知来引导学生学习新知，

注重调动学生多种感官参与，很好的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整节课层次清楚，环节之间衔接紧密、过度自然。在练习环节，

通过遮其中的一部分猜是什么，并通过猜谜语有始有终、有始无终、

无始无终既让学生进一步认识了直线、射线和线段的特征，也是一次

很好的建模过程。弥补了传统教学的不足，帮助学生突破了现实的局

限！ 

（二） 培育站大兴小学许涵 

【精彩教学环节展示】 

一、 初步感知三线特征 

层次一：回忆线段旧知(要求：



课前画 4CM 长的线段。) 

这是同学们画的线段，说一说他有什么特点。（板书：直的，两

个端点。） 

层次二：认识射线（生仔细看）师画线 

如果这张纸有屏幕那么大，我的这条线就可以一直画到屏幕（边

上），如果有教室那么大呢？（生想象）那么可以，无限延长。 

那这条还是线段吗？（引出射线）（板书：射线） 

明确：把线段的一端无限延长，就得到一条射线。 

找一找生活中的射线。（激光笔等） 

演示：使用激光笔，照向门，门外，墙壁上，如果前面什么都没

有（生想，时间稍微长点），可以无限延长。 

层次三：认识直线 

教者课后反思：复习线段是重点，可以在黑板上画线段，让学

生来感知线段的特征，学生说停教师可以停，突出端点的价值，一定

要过度慢点，强调有始有终。在接下来认识射线的过程当中，一定要

注意，不仅可以往右边画，也可以往左，不能思维定势。让学生在脑

海中充分感知。 

（三） 培育站李口小学李彩婷老师 

【精彩教学环节展示】 

一、复习导入 

谈话：孩子们，这段光线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什么？（幻灯显示一

段手电筒光线，手势比划一条线段）。 生:线段。 



问：对，其实是我们已

经学过的线段。线段有什

么特点？ 

学生答出特点，教师

同时在黑板上板书。 

明确：任何一条线段都

可以测量出长度，“能测量

出长度”在数学中有个专用语，叫“有限长”。老师改变一下探照灯

的照射角度，它的光线向远处无限射去，还能用线段表示这束光线

吗？生：不能 师：为什么？生：因为只有一个端点，无限延长（教

师同时板书）。师：把线段一端无限延长，就是射线（板书射线） 

陈家梅、赵文超主持——互动交流 

首先，赵文超主任对 三节“同课异构”课进行了点评，并提出

思考：教师殚精竭虑要在“异”的方面大做文章。是否发现：仅仅关注



答案与结果的课，几乎一样；关注过程与想法的课，大多不一样。教

的痕迹重，课，可能一样；学的表现多，课，基本不一样。  

接着，培育站的孙倩倩、陈丹、徐汉勇、朱晓娟等各位老师分

别发表了一些自己的看法。诸如对

教师教态、多媒体的使用称赞等，

也提出了自己的疑惑：有关射线和

直线的比较等。各位老师都能积极

主动地投入到学习当中。 

最后，陈家梅校长进行了总结： 

“直线、射线和角”是一节几何概念的课。我们说数学源于生

活，又高于生活。儿童的生活经验是他们数学学习的重要基础。许多

数学知识与生活有着密切联系，可以在现实世界中找到“原型”。但

数学毕竟是抽象的，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找不到“原型”的。如射线与

直线的概念就比较抽象，也许学生在生活中很难真正找到直观形象的

例子。所以本节课的教学设计应当突出体现以下基本特点： 

1. 通过观察、想象，感知三线的本质特征。 

2. 通过对比、刻画，感悟端点的价值意义。 

3．建立空间观念，提高空间想象力，渗透“无限”的思想。 

总之，本课重在观察、想象与感悟，帮助学生明晰直线和射线

的特征，进而感悟它们的本质内涵，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 

 

 



专家讲座——张肇丰《叙事研究与教师成长》 

下午，著名专家张肇丰教授给我们做了一个讲座《叙事研究与教

师成长》。张肇丰教授主要从这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一、 叙事研究的概念与功能 

（一）、叙事是人的天性 

（二）、叙事是一种表达方式 

（三）、叙事反映了“沉默的大多数的声音” 

（四）、叙事与案例的区别 

                叙事              案例 

 基本性质    一种表达方式       一个特定情境 

 概念内涵     时间概念         空间概念 

 关注重点     发展过程         相互关系 

 思维方式     偏重感性认识     兼顾理性认识    

（五）、叙事与案例的联系 

1.在大多数情况下，叙事研究与案例研究可看作同一概念，也可称为

叙事型的案例研究。  

2.事情总是发生在一定情境之

中的。  

3. 案例研究，就是以叙事为主

要方式对特定情境及其意义进

行的描述和诠释。 

二、 叙事研究的基本模式 



（一）叙事研究有没有模式？叙事研究是否需要模式？ 

 两种观点的争鸣。施铁如：《“怎么都行”：学校改革的后现代思

考》，《教育研究与实验》，2003 年第 2 期。 

 许锡良：《评“怎么都行”：对教育叙事的理性反思》，《教育研

究与实验》，2004 年第 1 期。 

（二）有关叙事研究的四种理论 

1.质的研究 

2.课例研究 

3.关键教育事件 

4.个人的教育史 

三、 叙事与研究的关系 

在质性研究的课堂上，经常有学生问我：什么是“好”的质性研

究？如何做出“好”的质性研究？虽然我反复解释，好的质性研究可以

有这类标准和那类标准，做质性研究可以用这些方法和那些方法，等

等，而学生们看起来还是满头雾水，不知所云。我越来越意识到，学

做质性研究需要通过“做”的过程来学习如何做，而不是通过直接“告

诉”。 

最后，张教授还给我们推荐了一些好书阅读，如《教师成长的

40 个现场》、《从实践到文本：中小学教师科研写作方法导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