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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如同一幅多姿多彩，气象万千的画卷，今年的

继续教育岗位培训磁石般吸引了我们每个教师的

身心：专家讲座滋润了理论的焦渴，日志撰写激发

了思想的成长，论坛发回帖掀起一波又一波讨论的

热浪……徜徉在这温馨而又热情，严谨而又活泼的

新的班级，仿佛夏日里沐浴着丝丝清凉的细雨，炎

热中感受着缕缕拂面的清风，老师们，让我们享受

这美好的学习时光，努力充实自己思想的行囊，不

断追寻更高的梦想！

项目概况
2019 年周口市高中教师继续教育岗位培训项

目于 2019 年 4 月 10 日正式启动，现已开展已近

两个月的时间。截止今日（2019 年 06 月 10 日

10:00），我坊参训学员 128 人。培训详细数据分

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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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成果展示

（1）优秀研修日志

研修为我指明了教学前进的方向

发布者：张艳丽 所属单位：淮阳县陈州中学

现代继续教育资源以极其丰富的教育教学优势为广大教师提供了一个

学习、交流、合作、创新的平台,我积极利用这个机会,刻苦学习“新理念、

新课程、新技术”,努力提高自身的师德素养和教育教学水平。虽然在时间

紧迫但我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把继续教育研修作为提升自身素

养,促进专业发展的一个主要学习方式。在网上向全国各地的教育专家、名

师学习,在学习中,我还做了大量的学习笔记,注重突出重点,突破难点,能够

根据网上提供的一些案例发表自己的见解,探索更有效的方式与途径。每次

学习之后,积极独立高质量地完成了网上作业,达到了预期的学习效果。

通过研修,消除了我的顾虑,新课程改革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提高了学

生学习的兴趣。同样的知识,不同的老师教,学生乐学程度就大不相同,教学

效果自然就大相径庭了。所以从这一点看来,语文教学要“为学生服务”,

同样的知识要有针对性的考虑不同学生的求知要求,时时从学生的角度思

考问题。继续教育学习课程里有丰富的知识讲解,我每次看后,总要有一个思

考,即如何将这些优秀的、先进的教育教学经验带进自己的课堂,有针对性的



运用到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中,从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缩短同发达地区

学校教学上的差距,要会学、善用。

继续教育学习也是一个互动平台,需要大家共同参与,继续学习中分有

班级,在论坛中我们可以互相研讨,把自己的学习体会经常同教师们交流,运

用所学经验积极向老师们征求意见,积极修正,取长补短。这个方法可以促进

广大教师共同提高。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积极思考,不断地提高自

己,完善自己,同时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

管好压力做快乐教师

发布者：郭艳霞 所属单位：淮阳县陈州中学

管好压力做快乐教师

当老师时间久了，日复一日，面对同样的学生，重复着相同的事情，

觉得生活停滞不前，单调乏味；对于后进生的屡教不改、迟钝木讷，让我

们心力憔悴，痛苦不堪；当教育教学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当自己的好心得

不到好报时，又使我们感觉不到自己劳动价值的体现，期望越高失望越

大……当工作前几年的新鲜感过后，很少会有人感觉到是快乐的。剩下的

似乎只是无味、烦燥、麻木、疲惫。我也曾迷惘过：难道，当老师真的就

要这样痛苦吗？教师工作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可是冷静地思考一下，我们当教师的快乐真的远去了吗？其实，我们

教师的快乐并不远离！每个教师的成长过程中，都蕴藏着许多的艰辛，却

也收获了不少的欢乐。回顾自己的教书生活，在不断与学生沟通，不断调

整自我的预期目标与教育教学方法之后，我不是与同学们愈来愈近吗？许

多时候，我似乎听到他们内心跳动的声音，那么热烈，那么纯粹。他们需



要我的引领，需要与我成为朋友，更需要与我分享所有的知识和智慧。我

在分享学生成功的喜悦之时，他们也给我信心，给我力量，给我希望。

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我们应当以幸福的眼光去认识教育。认识到教育的

长期性。当我们走进教室，和朝气蓬勃的孩子们共同成长、共同进步，快

乐着他们的快乐；当节日里，一张张精美的贺卡带着一份份温暖的祝福飞

到自己的身边时；当清晨来到教室，看着张张求知的面孔、听着琅琅的书

声。这时候作为教师的我们还有理由不快乐吗？

（2）优秀作业

在诗歌教学中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

提交者:学员周磊 所属单位:淮阳县陈州中学

在诗歌教学中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

——浅析诗歌《蜀道难》教学中语文核心素养的提升

《蜀道难》是高中语文必修教材第三册第二单元的一篇经典诗歌作品，

一直以来是重点教学篇目。本文围绕这篇课文的教学，就如何提升学生思

维发展与提升这一核心素养作浅层次的探究。

《蜀道难》为大诗人李白初入京城长安后所作，反映的内容是蜀地的

历史传说、险丽风光以及诗人对时局的忧虑与关切。在课堂教学实践中，

教师不能将教学重点放在对文中重点实词的意义和用法、词类活用、特殊

句式等文言语法现象层面上，而应引导学生透过文本思考作者的写作意图

与行文思路。



“危乎高哉”的蜀道开辟之艰、路途之险令读者身临其境，“五丁开

山”的神话更为其笼上一层神秘的面纱，令人心向往之。“黄鹤之飞尚不

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的反衬手法更令读者感慨蜀道行路之艰险，“飞

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的惊心动魄不仅震撼读者的内心，更引

发读者的进一步思考：蜀地与外界隔绝，那么这里的百姓生活得如何？为

避免发生武装割据，中央王朝如何有效地对蜀地加以控制和管理？这层层

递进、环环相扣的逻辑思路可见一斑。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的文学主张至今依然

有着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教师应在教学中循循善诱，鼓励学生透过文本

的表面内容去思考和探究作品的思想主旨，从感性认知的层面上升至理性

认知的层面，明白写作的意义在于抒发情感或者表达思想观点，而非华丽

的辞藻或精巧的结构等外在的形式。

事实上，后来的安史之乱恰恰印证了诗人的忧虑。盛世之下潜伏着巨

大的危机，玄宗耽于享乐、误国怠政、亲佞远贤，最终落得个京城沦陷、

避乱蜀中、生离死别的悲惨结局。从后世读者的角度反观李白的这篇作品，

不得不为其预见性与洞察力而折服。

发展与提升理性思维，是语文核心素养的主要方面。培养与提升的着

力点在于课堂互动，关键点在于阅读理解。教师还应鼓励学生多阅读经典

作品，从个人的主观感性认知到对他人思想成果的借鉴，最终达到个人鉴

赏思路与方法体系的建构，这是提升素养的必由之路。



思维导图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案例

提交者:学员姜红芹 所属单位:淮阳县淮阳一中

陈情表教学的思维导图





（3）优秀研修活动



温馨提示
请各位学员积极参与研修活动，利用这一学习

机会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



卷尾语
新的世纪，不会学习的人就如同生长在海边而

不会游泳的人，时刻都有被社会淘汰的危险。终身

学习是我们整个人生重要的内容和律令，每个人所

拥有的唯一持久的竞争优势，就是有能力比你的竞

争对手学习的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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