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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今天我们上首节线上语文课。
《猴王出世》这篇课文，大家都预习过了，说
说看，石猴是怎样成为猴王的？”

“石猴刚出世时顽皮可爱，后来敢作敢
为，大家推举他成了王！”“石猴聪明伶俐，能
为大家办事，大家信服他！”“石猴寄托着作
者吴承恩的理想，作者想把他塑造成心目中
的英雄，他就成了王！”……

4月15日，因为疫情，临汾市中小学校开
启了线上教学模式。在曲沃县实验小学五（9）
班的语文课堂上，郭晓敏老师和孩子们展开
互动，孩子们踊跃回答，气氛十分热烈。虽然
课堂由现场转为云端，教学任务依然有条不
紊落实，弹性指标评价依然有效进行……

这是曲沃县实验小学线上语文课堂中
的生动一幕。该校语文教研组被评为临汾市
优秀教研团队，也是山西省“基于提高学生
语文核心素养的全语文教学行动研究”“统
编小学语文评价标准体系的研究与实践”等
课题研究的中坚力量，更是全国第八次课程
改革中 38个实验区教研团队之一。在 66名
语文教师中，有心细如丝、统筹全局的杨海
旺校长，有富于激情、勇于创新的张艳红副
校长，有人淡如菊话如歌的王新红主任，有
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邓蓉主任，有舌灿莲花的
杨瑞老师，还有多次担任主持人、朗读者的
段慧敏老师……他们为语文学科注入了无
限精彩。

美德的课堂

“语文教研组是一个学习型团队，课堂
教学充满激情，语文赛课创造奇迹，读书沙
龙有声有色，教学研究锦上添花。在这个和
谐共进的团队中我得到了快速成长。”这是
2021年新入职老师李瑶的感言。

从2017年秋一年级语文老师与统编教
材相遇，到 2019年所有年级全部使用统编
语文教材，如今已走过 5个年头。如何读懂
统编教材的编写理念？如何进行大单元教
学？如何提高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语文教
研组一直在思考、在探究、在摸索。

2018年 10月，该校 30多名语文教师南
下江苏，聆听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语文教
育专家陈先云的培训讲座，目睹了江苏名师
的课堂风采，他们深受“震动”。回来后老师们
人人写感受、写建议，并开展了《语文课程标
准》《走进新课程》等专业书籍的阅读，转变教
育观念，提升教育境界。语文教研组将“培根
铸魂、启智增慧”写入课堂教学核心，要求老

师们用足、用好统编语文教科书，从立德树人
的高度把握教科书，全面提升学生语言、思
维、审美、文化等方面的素养。

教研组成立了名师工作室，通过师徒结
对、开展赛课等，带领全体组员践行新课程
理念。老师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将语文教
学的育人价值和审美价值发挥到极致。例如
在一年级《夏夜多美》课堂上，吕佩佩老师创
设了优美的情境，让学生置身于美丽的夏夜
中进行学习，课堂上通过听大人和孩子讲故
事，自己读故事，同桌互读，小组分角色读一
读、演一演等多种方式带领孩子们体会夏夜
的风景美，感悟小动物们“乐于助人”的心灵
美。在五年级下册《手指》一课中，王琴老师
带领学生抓住最能反映五根手指特点的句
段进行重点学习，掌握写法，品味作者幽默
风趣的语言特色，最后采用小游戏的形式，
让学生体悟到“团结就是力量”。还有刘玲玲
老师的《父爱之舟》被推为学校优质课，她
以“领会父爱、孝敬父母”为情感教育目标，
以文中多次提到的“姑爹那只小渔船”为中
心，结合父亲与“我”逛庙会、父亲送“我”去
上学等经历，指引小学生在阅读和探究中，
从作者的娓娓道来与心理描写中，领略父爱
的伟大和默默无言……

“从孩子们的认知和兴趣着手,采用孩
子喜闻乐见的看、听、唱、说、学等方式设计
课堂教学模式”“背景资料要准备充分，教材
挖掘要适当”“音乐和图画的渲染也是教学
必不可少的手段”……老师们精雕细琢的语
文课堂，流淌着美德与诗意，让学生沉迷其

中，不仅唤起了他们内心的真善美，而且刻
上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烙印。

灵动的师生

“孩子们手执教鞭、声音洪亮地在黑板
前讲课，遇到不会的地方，其他同学上前补
充，交流那么认真，讨论如此激烈，太有活
力、太有创造力了……”这是家长代表苏静
的留言。

近年来，本着为学生减负的初心，校领
导和老师们积极探索，自主构建了小组合作
式“五环节”（自主学习—合作交流—展示反
馈—点拨提升—当堂检测）课堂教学模式。
在构建这一模式中，如何建立小组文化，如
何结对子，如何预习、对学、群学，如何展示、
质疑、补充，何时点拨、怎样评价……一系列
问题考验着他们的智慧和勇气。

这期间，面对外界的质疑和压力，作为
班主任的语文老师一面向家长解释着课改
的意义，一面在课堂中实践着、改进着、坚持
着。课改要推进，先要发动和解放学生。他们
召开班会，向同学们讲解课改理念；每个小
组定组名、组徽和组号，写下小组格言；先培
训班干部和小组长带头“讲课”，由点带面鼓
励更多学生上台展示……

一段时间以后，学生有了惊人的超越。
在经过充分的发动和培训后，他们勇于展
示，状态积极，有的观点和思路超乎老师想
象。语文老师在打造课堂的同时，也重塑了
自己。李婷、刘玲玲、李霞、肖丽等老师因课
堂出彩受邀到省内外作课、讲座，她们被省

教育学会评为山西省课改名师，学校被评为
课改名校，“五环节”课堂教学模式蜚声省内
外。

课改最大的成果，是学生实现了自主学
习。每学期的家长开放日，家长观摩课堂都
会惊喜不已：小组交流合作，学生上台“讲
课”，声音洪亮、思路清晰、板书端正，答到圆
满之处，全体师生掌声通过。“这是以生为本
的课堂！”“这是高效快乐的课堂！”家长们发
出啧啧赞叹。

书香的校园

“虽然疫情使我们不能如期举办线下读
书节，但我们依然会分享读书心得、制作绘
本，不辜负这个美丽的春天，不辜负每一个
爱我们的人！”这是五（3）班同学在班级群里
说的一段话。

曲沃县实验小学有着悠久的读书传统。
2006年与教育名家朱永新的“新教育实验”
美丽邂逅，校园从此氤氲在书香之中。老师
们每学期都会确定读书篇目，如今已读过

《我的教育理想》《上一堂朴素的语文课》《教
师的语言力》等专著。写随笔成为他们的习
惯，分享教育智慧，拓展教育生命，播撒爱的
种子，助力孩子们放飞斑斓的梦想。

语文教研组将阅读列入语文核心素养
提升工程，每年春天都会举办读书节。班级
诵读是一道动人的风景，孩子们笑靥如花、
神情专注，唐诗、《论语》、《三字经》被他们诵
读得抑扬顿挫、韵味悠长，优秀传统文化的
智慧刻印在他们脑海中。图书漂流、图书跳
蚤市场、书香家庭评选凝聚着语文老师的心
血，促使读书活动延伸到家庭和社会。小小
书签、好书推荐、读书心语、阅读记录卡、读
后感受、思维导图、手抄报、亲子共读、读书
绘画等读书成果精彩呈现，滋养了孩子们的
童年，润泽了孩子们的生命。

今年，虽然疫情阻碍了线下读书节的举
办，但读书依然在进行。教研群里，老师们分
享读书心得，个个口吐莲花，妙语连珠；班级
群里，孩子们按时阅读打卡，文字感想拍照
上传，有的班级还举行了视频读书会……

“语”露伴书香，善研“文”思远，行走在
语文教学的路上，老师们收获了一路花香一
路硕果！

“父母怎样让孩子爱上阅读”“怎样给学生
上好阅读课”“怎么做阅读笔记”“如何提升自己
的阅读趣味和品味”……4月23日世界读书日
到来之际，某校推出阅读公益直播课，一日一
课，连播一周，令人大呼过瘾。

公益直播所选主题，无不取自师生、家校、
亲子在阅读实践中的疑难杂症，可谓直面现实，
也直抵人心；授课者均是在校名师、学科带头
人、优秀班主任，或躬耕教坛学而不辍者，或致
力课堂绝活迭出者，所举事例皆为身边的人和
事，听来趣味盎然。

名著好在哪，为什么读，怎么读，恐怕大多
数人都不甚了解。“我们有一个丰富的文学宝
库，那是历代作家留下的杰作，它们教育我们，
鼓励我们，要我们变得更好、更纯洁、更善良，对
别人更有用。文学的目的就是要人变得更好。”
名师的一段话，把读名著的目的以及怎样去读
都讲清楚了，阅读是为遇见更好的自己。

我们究竟要读什么书，是“兴之所至，自由
读书”，还是“快节奏时代，碎片化阅读”？“胡乱
追逐时髦，‘随手拈来，大口吞下’的阅读，吃下
的‘不是滋养品，是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
的烂肉’，其结果不只是倒胃口而已，吃‘烂肉’、
喝‘酸酒’长大，是可能成为畸人的。”语文学科
带头人引用鲁迅先生的一番话，让家长懂得了
正确引导孩子阅读的重要性。

提笔忘词，想引用书中“照面”过的某些章
句，却怎么也想不起，甚至翻不到出处，这样的
尴尬想必大家都经历过吧。“为何不早点儿做个
摘抄笔记？功能强大的笔记，不仅能把整本书

‘读’成一纸图表，其‘制图’的过程，还是一种知
识烙印与知识再生产的过程。”优秀班主任最重
视孩子们的写作能力，而写作能力提高的一个
重要武器就是多做摘抄笔记。

还有老师分享了不少提高孩子阅读兴趣的方法。如成立班
级读书会、创建阅读积分银行、定期评比阅读小明星、把阅读列
为课后服务、推选书香家庭……一个个点子、一条条做法，让家
长们深受感染，积极行动起来，做学习型家长。

有句话说得好，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而他
的阅读史，则成就了精神上的浩瀚故乡。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汇
入这阅读的滚滚洪流中
来，让生命因阅读而丰
盈，让人生因阅读焕发
光彩。

亲爱的爸爸妈妈：
光阴似箭，十二年的光阴一闪而过。还记得幼儿园

时，我每天去了第一个看的就是今日菜谱。也记得一放
学就去巨人广场玩滑轮，或者去公园捡蜗牛壳，回家的
路上还不忘捡树叶，一到家奶奶就给我看动画片《熊出
没》。这些，你们还记得吗？

如今，我已经过了十二岁生日，不再是总要妈妈
抱的小孩子了，而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了。“双减”
开始后，作业少了，社团活动多了，也不用上校外培训
班了，我和同学们在校园里一起学习、一起参加社团活
动，周末的时候，大家一起读书、一起游戏、一起运动，
快乐健康地成长。

我最喜欢的运动就是打篮球，篮球就是我的宝贝，
球场就是我的乐园。每次的篮球课 我都刻苦训练，全
场上篮、双手运球、打点、跑位……最期待的还是训练
之后的比赛，如果对方在我的防守下得了分，那么接下
来我就一定会给他一记“火锅盖帽”。我要像篮球教练
说的那样，在无人问津的地方训练，在万众瞩目的赛场
出现。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长大了，许多事，我能自己做
了。写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一句诗：少壮不努力，
老大徒伤悲。今后，我一定会更加努力、更加拼搏！

感谢亲爱的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022年3月30日
你们的儿子霍熙林

“请大家戴好口罩，间隔一米距离站好，两脚分开、直向前
方、与肩同宽，两臂自然下垂……”4月10日清晨，在大宁县向阳
社区金殿广场东侧，伴随着悠扬的乐曲和口令，在老师的示范指
导下，十几个学员认真练着杨氏太极拳。

这是大宁县社会组织党总支组织的杨氏太极拳公益培训，
也是大宁县太极拳协会党支部走进社区、服务居民的一个现场。
从3月26日起，大宁县社会组织党总支坚持以“强身健体、以武
会友、传播文化”为宗旨，组织大宁县太极拳协会走进社区，为居
民举办为期3个月的公益培训。每天清晨，该协会的老师们都会
在金殿广场传授杨氏太极拳 103式、国家套路 24式、精要套路
22式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居民强身健体，丰富他们
的文化生活。

当日清晨，在培训现场，该协会负责人王记祥简单介绍了杨
氏太极拳的来历以及各拳式的特点。之后，该协会老师白会生打
出杨氏太极拳103式中的第六式白鹤亮翅，他的动作舒缓、劲在
内含、形象优美，现场掌声不断、叫好声连连。白会生还给大家讲
解了练拳的方法技巧、动作要领和平时练习的误区，并手把手地
纠正大家的手形、步法、身法等。居民们学习热情高涨，个个铆足
了劲儿，反复练习，仔细揣摩每个动作，静心感受太极拳修身养
性、陶冶情操的内涵。

“现在，我的腿脚灵活了，心情也舒畅了……”在参加了此次
培训后，居民们纷纷道出练习太极的好处。正在认真练习的 76
岁居民闫荣山笑着说：“以前，我这腰、腿都不太好，出门走不了
多长时间就得休息；现在好了，腰不疼了、腿有劲了，再也不发愁
出门了。”

“我们正发愁疫情期间应该如何强身健体时，太极拳培训就
来了，这真是雪中送炭。我们一定要好好练习，增强体质，做好自
身防护也是为社会作贡献嘛！”60岁的社区居民郝界平每天都
会约上好友早早来练习。

“我们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分期分批开展太极拳
培训，聘请专业老师进行指导，引导居民们积极参与。截至目前，
已服务居民百余人次。”大宁县社会组织党总支书记赵彦萍介
绍，“我们将陆续组织太极协会、书画协会等协会人员到各社区
开 展 针 对 性 培
训，调动居民们
的学习积极性，
活跃他们的文化
生活，增强社区
凝聚力，促进和
谐社区建设。”

徜徉在美丽的语文世界里
——记临汾市优秀教研团队、曲沃县实验小学语文教研组

本报记者 郭 璞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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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培训进社区
本报记者 郭秀婷

她坚守在教学一线，一守就是 20载春秋；
她秉持“爱生如子，爱校如家”的信念，用平凡、
朴实的事迹，书写下如诗的赞歌；她勤奋工作、
默默奉献，多次荣获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优秀
班主任等荣誉称号。她叫王娟，是市解放路小学
四年级的一名语文教师。

“作为一名语文老师，不仅要教会学生基础
知识，更要通过读书、实践等不断开阔学生的视
野。”王娟说，“语文教学要重视课堂教学质量，
更应注重课外辅导。”

王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为了提高
语文教学质量，王娟坚持“教师是设计者、指导
者、帮助者、示范者”的原则，以透彻的学理分析
教育学生，以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用真理
的强大力量引导学生。在教学工作中，她常年坚
持学习，并践行先进的教育理论，认真撰写听课
笔记与教学反思，积极与同事探讨交流，不断更
新教育观念。她积极引导学生坚持课外阅读，带
领学生开展课外实践，帮助学生在学习中思考，
在实践中反思，在积累中成长，提高了学生成
绩，也极大地促进了教学实践的创新发展。

“学无止境，不仅是讲给学生的，更是说给老
师的。”王娟表示，“要想给学生一杯水，老师就得

有一桶水，而且是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
在教学中，王娟注重学生的知识积累，也把

更多精力和时间用在了自身知识量的不断丰富
上。她刻苦钻研业务，认真研究教材教法，研究
新课程标准，坚持做读书笔记，不断丰富知识储
备，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帮学生打开知识
之窗。

“要做学生喜爱的老师，就要热爱学生，走
进学生的内心。”这是王娟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
话，也是她给学生和家长的一句承诺，她更是用
行动践行着自己的诺言。

爱是教师与学生心灵碰撞的火花，是教师
心灵之门的钥匙。看着王娟成长起来的老教师
曾这样说，王娟从走上讲台的那一天起，就以一
颗不倦的爱心，关注学生的成长成才，在细微之

处、在不经意间润泽着孩子们的心灵。
从每天早读开始，王娟会习惯性观察学生

的情绪、健康、同学关系，并及时进行疏导、沟
通和缓解。每天下午放学前，她还会与孩子交
流一天的学习情况，及时掌握每个孩子的实时
状态。

“我更相信学生、尊重学生，我相信每个学
生都有一定的长处和闪光点，抓住每一个教育
良机，适时表扬、鼓励。体贴后进生，培养他们的
自信心、自尊心、自强心，不让他们成为掉队的
孤雁。”王娟经常这样跟同事们交流自己的心
得，并与学生们保持“亦师亦友”的相处模式，拉
近了师生距离，也能让孩子们敞开心扉、吐露心
声，快乐地投入到学习中。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翻看王

娟的笔记本，扉页上写着这样一句诗。她用这句
诗勉励自己，也用无怨无悔的信念，投入到自己
热爱的教育事业当中。

王娟坚持以“上好每一节课，教好每一个学
生”为目的，积极发挥好传、帮、带的作用，通过
听评磨课、分享教学设计、交流研讨等形式，把
语文课程教研工作做实、做细、做好，全面提高
语文课程教学质量。

王娟也是一名班主任。在做好教学的同时，
她还注重对班干部的培养，通过下放管理权，发
挥班干部们的特长，让班干部们带领学生参与
到排节目、做早操、演情景剧等活动当中，激发
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也营造了活泼、和谐的班
级氛围。

一支粉笔，两袖清风，三尺讲台，四季耕耘。
这就是王娟挚爱的教育事业，她痴心一片终不
悔，呕心沥血育学子，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教育学
生、感化学生、成就学生。她也用自己的默默付
出获得了荣誉和学生及家长的赞扬。

三 尺 讲 台 耕 耘 勤
——临汾市解放路小学教师王娟写真

本报记者 郭秀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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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家书

新苗 园地

测量体温、消毒、巡逻、登记……开学以来，山西管
理职业学院成立了学生志愿者团队，积极参与到疫情
防控工作中，为同学们的健康和安全筑起一道防线。

本报记者 摄

教师 风采

近日，尧都区段店中学为初三年级学生开展了“不负青春 奋斗正当时”为主题的心理健康辅导活动，缓解同学们的学习

压力，增强学习动力，让他们以更加积极向上的心态迎接中考。图为该校心理健康辅导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