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 18日上午简报 

12 月 18 日下午，金安区 2022 年中小学国培计划—中青年骨干

教师提升研修班邀请六安市人民路小学汪会老师给大家带来讲座

——《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有效备课》。 

汪会，六安市人民路小学语文教师。金安区骨干教师、学科带头

人，安徽省十佳青年教师。在此次讲座中，汪老师强调在小学语文教

学环节中，教师的备课环节的重要性，备课的效果直接影响教师的课

堂教学质量。汪老师分别从抓语文要素，从单元看单篇两个方面与大

家做了细致分享。  

一、从语文要素来看 

部编版语文教材单元导语，一般围绕阅读、表达两个方面展开，

每个单元的教学目标直接体现在单元导语中，导语部分包括单元人文

主题和单元语文要素两个方面。语文要素，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正式提

出，实质是语文学习要素，关键在“要”字上，包括必备的语文知识、

基本的语文能力、适当的学习方法（策略）和学习习惯等方面。语文

要素指向阅读学习要素和习作学习要素，在阅读教学时要兼顾几方面

的目标实现：一是落实学段的常规性目标，二是体现本单元的重点目

标，落实单元语文要素；三是体现本课特点的个性化学习目标。因此，

在教学环节中，并非各项内容的编排都要体现人文主题，都必须围绕

语文要素编排，而是在要在教学中注意将教学内容与本单元的人文主

题、语文要素建立联系，迁移运用。 

  同时，汪老师也提出语文要素虽然只涉及阅读和写作两个板



块，但是理念同样适合于识字写字、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等板块，

也同样适合于小学语文第一学段教学，它有助于帮助我们更好的把握

单元的教学目标与内容。但备课是要注意避免唯语文要素论，教材是

以宽泛的人文主题组织单元内容的，每个单元一般有两篇课文结合本

单元语文要素，设计课后思考练习题，旨在巩固提升，体现目标的发

展性，更重要的是教师要有自己的思考与想法，并付诸教学中。 

二、从单元到单篇看 

单元组设计就是大单元备课， 这里有三层意思:一是将单元放到

整册语文课本中，审视单元在整本书中的位置，承担的任务、前后的

联系;二是将单元内的每篇课文放到单元中审视，并将单元训练点合

理分配到各篇课文，明确每篇课文学习的任务;三是教学时从课文的

整体入手，整体感知课文内容。 

针对习作单元，汪老师特别强调在教学习作单元教学时要紧紧围

绕培养学生的习作能力这条主线，各项内容作为一个整体开展教学，

以“三个入手（题材/内容、生活、兴趣）”为原则，调动学生生活

积累，打开学生习作思路，这是与一般阅读单元教学的不同之处。  

汪老师以四年级上册习作单元为例， 进一步提炼出“阅读铺

路，由读到写”的编写理念。      



 



   针对增设策略单元，汪老师给出的建议是加强阅读策略、方法的

指导。 

 

    在讲座过程中，汪老师结合每个要点，与大家共同研读了低学段

的《荷叶圆圆》《黄山奇石》，中学段的《灰雀》，高学段的《慈母

情深》，总结备好课最终还是为了上好课，因此，上好一节语文课需

要做到两点：1.用好统编教科书，需要认真钻研教材，理解教材的编

排意图，正确解读文本，把握好教材内容与教学内容之间的联系与区

别。2.要根据学生的学习状况、认知水平和发展的需要，把教材中对

学生来说最有价值的学习内容提炼出来。 

 听了汪老师的讲座，作为一线教师，我们对备课环节有了更深

刻的认识，对教材的理解也更加充分，备课不仅仅是停留在自我认识

的表面，而是要真正将教材研磨“懂”到“透”再到“化”的过程，

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不断学习，最终才能为自己所用。这样呈

现出来的语文课堂才能既有文字的温度，也有过程的厚度和思维的深

度。 



12 月 18日下午简报 

12 月 18 日下午，金安区 2022 年中小学国培计划—中青年骨干

教师提升研修班邀请六安市城北小学陈明珩老师给大家带来讲座

—— 《 小 学 语 文 教 学 案 例 写 作 》 。

 

陈明珩，高级教师，安徽省特级教师，六安市陈明珩名师工作室

领衔人，六安市小语会秘书长，裕安区小语会会长，六安市城北小学

副校长。 

  一线语文教师进行教学研究，常常会感到困惑，理论和实践联系

不起来。如何将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案例研究是一个很好的途

径。因为案例通常有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是叙事部分，后一部分是

说理部分。以事析理，从事实出发，通过事情的是非曲直来分析道理；

以理论事，所分析的道理不蔓不枝，紧紧结合事情本身，从而达到理

论和实际的水乳交融，架起了理论和实践的桥梁。陈老师，从案例研

究“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三个方面向大家作了细致地讲解。 



  教师的身上需要静气。读读书，想一想，动动笔写一写，可以让

自己静下来。写，让我们成为思想者，一个人对教育的理解，决定了

她教学工作的质量，而人对一个事物的理解需要思考，思考可以帮助

一个人形成思想。 

  写，搭建专业成长的阶梯。一个教师写一辈子教案不一定成为名

师，如果一个教师写三年反思就有可能成为名师。写，让我们体验成

功，留下记忆。做了一次成功的教育，这是幸福；写一遍又把幸福重

温了一次，而这种幸福感就是自己激励自己的方式。 

 

一、什么是案例 

1.案例研究就是以案“例”理，说的通俗点就是摆事实讲道理。2.

案例的结构：标题(案例的眼睛，它是对案例内容最集中、最概括的

说明)情境(叙事部分，即有意义的教育教学事件的鲜活片断，包括具

体的人物、事件、情节对话和氛围，从而形成一个生动有趣的教学故



事。)反思(说理部分，是案例最重要的内容，是它的灵魂所在。案例

是否能拎起来，关键在此。)3.案例研究的基本特征（1）案例研究的

“事”，必须是真实的、完整的、含有问题情境的。（2）案例的反

思，即说理部分，要有针对性。 

 

二、为什么是案例 

1.什么有“一亩三分田”我们身处教学一线，每天都会面对大量生动

灵活的教学事件，这是我们的优势，并且是专家、学者、教研员所不

具备的优势。2.理论和实践水乳交融。从事实出发，以事析理，以理

论事，达到事理交融，是案例的特点。3.案例研究具有针对性和实效

性。经常写案例，不仅能有效地监控自己的教学行为，而且能提升自

己的理论素养和教学智慧，坚持不懈地做，无疑能促进专业成长。 

 

三、如何写好案例 



（一）标题“亮”起来。题目是文章的眼睛，人们读文章首先读题目，

一个好的题目可以产生眼球效应，一下子就能诱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1.准确贴切，简洁醒目。2.新颖生动，寓意传情。3.反复锤炼，精益

求精。（二）素材很关键。1.成功处反思。2.失误处反思。3.比较处

反思。4.新理念处反思。5.唱唱反调。（三）反思是灵魂。深刻的反

思应具备“准、深、简”的特点。“准”是准确贴切。“深”是说理

深刻。“简”是要言不烦。（四）修改很重要。多朗读、多挑剔、反

复 改 。 进 行 换 位 思 考 。 鲜 活 灵 动 ， 讲 究 文 采 。

 

  写作与阅读同行，与实践相随，与思考为伴。 

  



   

作为骨干教师培训班的学员，我们应当养成案例书写的良好习惯，按

理书写是教育教学工作的需要，是专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自我价

值的需要。写作的内容有很多，通过实际情况描述加反思，能够很好

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发展。作为一名教师，我们应当在反思中成长，

在实践中尝试，在失败中继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