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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教材，强调的是以大单元教

学为教学设计理念，突显的是以学习任务群为主线推进教学任务；

新课标，将语文核心素养作为能力培养的基本要求，将学生主体性

作为学习内驱力；新高考，映射出“立德树人”的价值导向，体现

传统文化的“新表达”。怀揣对“新”的陌生与崇敬，一群语文人

踏上了漫漫征途。

一、经典课例



4 月 12 日，工作室在泸县九中举行了“张雪平名师工作室第十三次

集中培训活动”，全体成员参加。

此次活动的主题是“自然语文理念阅读与鉴赏”，工作室成员中的

三位老师根据此主题

分别开展了《“语言

构建与运用”导向下

的小说阅读教学》、

《新高考背景下鲁迅

作品教学研究微谈—

—以<祝福>为例》的

讲座和“《促织》与

《变形记》比较阅读”的研究课。

赵波老师的《“语言构建与运用”导向下的小说阅读教学》讲座，

以王荣生与孙绍振教授对中学教学小说的误区展开分析，得出小说的阅

读教学要从“套路化”教学走向

“个性化”教学，要以语言为载

体，着力挖掘“每一类小说”和

“每一篇小说”的独特性与价值

性的结论。接着，赵老师分别从抓

住小说的类型特征、抓住小说的文

本体式、抓住小说的语言特征三个方面，向大家介绍了以语言建构与运



用为导向的小说阅读应该如何进行。整个讲座既有理论的高度和深度，

又有课例的分析和具体操作，为处于“三新叠加期”的一线教师提供了

很好的范本。

卿燕老师带给大家的讲座是《新高考背景下鲁迅作品教学研究微谈

——以<祝福>为例》，以鲁迅作品教学现状入手，从学生和教师的角度

分别进行调研，针对“学生觉得难学”和“教师觉得难教”的现状有的

放矢。卿燕老师认为，寻找到鲁迅与学生的契合点是现代教学的一个切

入口，能让学生感兴趣、有话可说；接着，以《祝福》为例，详细介绍

了她在教学过程中是如何用语文的方式学习鲁迅作品的，引起大家的强

烈共鸣；最后，卿老师还为大家延伸到了《呐喊》《彷徨》的取名、鲁

迅的废话文学和矛盾文学等新鲜的话题。整堂讲座轻松活泼，大家受益

匪浅。



张丽平老师为大家带来了“荒诞与真实的交织——探究《促织》《变

形记》的主题意蕴”的研究课。《促织》以任务驱动为导向，巧妙地设

计了三个任务，从情节的跌宕起伏中体会人物的命运变化、从入木三分

的细节描写中感叹人物的心理活动、从情节的荒诞之处理解作者的创作

意图；《变形记》则从“变”与“不变”中体会到了“荒诞”与“真实”

交织的百味人生；最后的拓展思考更是直面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人类“异

化”现象，针对我们面对的生存困境发出强有力的思考。

课后，工作室的五个小组分别

对此次活动中的研究课进行了精

彩的点评，老师们各抒己见，扬优

点，找不足，想办法。让所有老师

在自我认知的基础上，吸取众家之

长，收获颇丰。

最后，张雪平老师做了高屋建



瓴的总结性发言，并安排了接下来的课例研究要求，为工作室健康有序

的发展，做了切实有效的安排。

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4月 26日，“张雪平名师工作室第十三次线上集中培训活动”于晚

上 7点在张小红老师的主持下，正式拉开序幕。

向玲霜老师为我们做了《基于“教考一体化”的小说教学策略探究

——以必修下六单元为例》的专题讲座。向老师分别从课标解读、

考情分析和策略探究三个方面向我们展示了她在教学小说阅读过程中的

思考。首先，要明确高考是由“考知识”向“考能力”的转变，突出关

键能力和学科素养的考查，探索“价值引领、素养导向、能力为重、知

识为基”的综合考查模式，不断增强试题的灵活性、开放性、探究性和

创新性。在此基础上向老师又进行了近几年的考情分析，得出三个结论：



其一是问题设计侧重小说“三要素”（形象、情节、环境）和主题；其

二是试题考查角度更新颖，“文学效果”“艺术表现”等考查角度在以

前的高考试题中极

为少见；最后是问

题的切入点较小，

问题较具体。设问

方式更综合、开放、

灵活，偏向于文学

理论。针对这三个特点，向老师紧接着提出深挖课本，创新利用；立足

文体特征，构建知识体系；把握阅读规律，培养阅读能力三个应对策略。

整个讲座操作性强，实用价值高。

杜娟老师为我们做了《探变形之殇，破荒诞之壁——以<促织>

<变形记>谈深度阅读》的专题讲座。杜老师以联读的优势与缺点作为切

入口，指出阅读分为三种境界：欣赏式阅读——积累式阅读——探究式

阅读。在分别做了阐释之后，杜老师提出要做到深度阅读就要做到从文

本到文学再到文化。紧接着，杜老师以《促织》和《变形记》为例，详

细为我们介绍了

如何具体操作：

首先，从“文本：

探变形之殇”开

启教学，抓住小



说三要素分析文本，进行比较归纳；其次，从“文学：形式之美（破荒

诞之壁）、语言之美（破荒诞之壁）、内容之美（破荒诞之壁）、艺术

之美（破荒诞之壁）”四个角度，深刻探讨了文章主旨以及现实意义；

最后，从“文化：入文化之境”入手分析了中西方审美的异同。讲座结

尾，杜老师动情说道：“也许，你不是时代中最闪亮的那颗星星。但是，

你一定能在历史洪流中，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发自肺腑的语言和详

细的分享鼓舞着每一位聆听的老师。

张小红老师为我们做了《语言建构与运用在不同类文本阅读教学中

的应用》的专

题讲座。张老

师首先从语言

建构与运用在

阅读教学中的

重要性开启话

题：语言建构

偏重于说理，语言运用偏重于实践。但在实际的文本教材学习中，回归

文本阅读是一切的前提。语言建构与语言运用范围非常广。这个讲座只

针对学生在不同文本阅读中的语言建构和运用，特别是对教材文本的阅

读的指向性引导，指导学生读。接着，张老师分别介绍了实用类文本阅

读中的语言建构和运用和文学类文本阅读的语言建构和运用的操作。针

对不同的文本特征，从阅读案例分析、实践运用举例、实践运用参考等



方面详细介绍了她的思考和实践运用。最后指出语言建构和运用是可以

贯通各类文本，如何有效指导学生阅读各类文本，建构自己语言知识体

系，并在实际的阅读中运用，还需要我们去不断思考与实践。

陈晏中老师为我们做了《“三新叠加期”党史教育融入高中语文教

学阅读分享——以<红星照耀中国>为例》的读书交流活动。陈老师从这

本书的影

响力出发，

阐明了必

读理由；又

详细介绍

了本书的

作者及其

创作机缘；接着以第四篇《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第一节《童年》为例

分享了本书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整个分享亲切实在，让我们也产生了

一看究竟的欲望。随后又谈到这本书在西方畅销，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

元，从而改变了许多人生，包括斯诺。

附：参加活动名单



三、学习感悟

“张雪平名师工作室第十三次集中培训活动”

学习心得（ 贾志梅）

本着学习长处，提升自我的态度参加工作室的每一次活动，每次活

动都收获颇丰。

本次活动首先聆听了张丽平老师带来的《荒诞与真实的交织——探

究<促织><变形记>的主题意蕴》的研究课。张老师的课深入浅出，以精



炼的语言导入，以任务贯穿课堂，以满满的激情带动学生，牢牢抓住学

生的注意力，使整节课都沉浸在轻松活跃愉悦的氛围中，让我觉得不虚

此行。课后，老师们对张老师这节课的点评也让我感受到了各位老师高

超的评课艺术，学习到了如何客观准确的评课。赵波老师的专题讲座

《“语言构建与运用”导向下的小说个性化阅读教学》，让我看到了一

个语文人对于教学的深刻思考，也让我感叹于赵老师扎实的语文功底和

深厚的语文素养。卿燕老师的专题讲座《新高考背景下鲁迅作品教学研

究微探——以<祝福>为例》，从学生觉得难学、老师觉得难教入手，从

现代流行的话题、词语、初高中教材中鲁迅作品出发，寻找鲁迅与学生

的契合点，既可减轻学生对鲁迅作品的畏难情绪，又增加了语文课堂的

学习兴趣。

5月 8日，通过钉钉聆听了向玲霜老师、张小红老师和杜娟老师带来

的专题讲座以及陈晏中老师的读书分享。向老师的讲座《基于“教考一

体化”的小说教学策略探究——以必修下六单元为例》从课标解读、考

情分析、策略探究三个方面给我们做了小说教学的策略探究分享。聆听

向老师的讲座，我对于高考小说变化有了新的认识，对于考情、考点有

了更深入的了解。张老师的讲座《语言建构与运用在不同类文本阅读教

学中的应用》首先给我们阐述了语言建构与运用在阅读教学中的重要性，

然后从实用类文本阅读、文学类文本阅读两大板块从不同文体详细分析

了阅读中的语言建构和运用，有理论知识的讲解，也有对应例子的分析。

杜老师的讲座《探变形之殇，破荒诞之壁——以<促织><变形记>谈深度



阅读》与我现下的教学进度正吻合，为我的提供了新的教学方向，拓宽

了我的教学思路。陈晏中老师关于《“三新叠加期”党史教育融入高中

语文教学阅读分享——以<红星照耀中国>为例》的读书交流，启发我读

书不仅仅要读专业书籍，更要广泛阅读，让阅读照亮课堂，让阅读点燃

课堂。

每一次活动都承载着每位执教教师和讲座老师的心血，每一次活动

都能提升自我。期待每一次的研究课和专题讲座！

学习心得（ 张小红 ）

2023 年 4 月 12 日，工作室在泸县九中开展了第 13次线下集中活动，

我非常荣幸的组织参与了这次活动。这次活动由九中的张丽平老师为我

们带来了《荒诞与现实的交错——探究<促织><变形计>的主题》的探究

课，课后小组成员交流评课。随后由赵波老师和清燕老师带来的两个精

彩的专题讲座。

张老师的课堂，从课前学习的导学案设计到课堂中的主题探究的问

题设计，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阅读的新思路。教师对课堂的掌握非

常自信，课堂中引导学生单篇分析、探究作品主题，到最后的拓展延伸，

各个环节环环相扣。整个课堂生动有趣，学生参与度高，生生互动、师

生互动良好。课堂整体设计重难点突出，教师在引导学生时循循善诱且

和蔼可亲，教学语言精准，春风化雨，教案、PPT 设计合理，细致入微。

从简单问题的设置到深入剖析两篇文章的主题，用表格方式呈现。最后

进行拓展延伸，从学生关注的热点话题入手，结合自身实际，学生有思



考，有话说。

随后，赵波老师为我们带来了《语言建构与运用导向下的小说个性

化读》的讲座。这个讲座是一位一线教师对教学中遇到问题的深入思考，

从对《祝福》的讲授中找到了新的角度去分析文本。这样的角度让人眼

前一亮。使像我这样的一线老教师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平常我们的小说

阅读课都是从小说的三要素即: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环境描写入手去分

析小说的主题。而赵波老师带来的这个讲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从“我”这个角度去切入分析。对文本进行深度解读。角度非常的新颖，

使我深受启发。学生也可以跳出既定的模式，学习起来一定很有趣。

卿燕老师的讲座是《新高考背景下鲁迅作品教学研究微探--以<祝

福>为例》。从分析作品教学现状入手、再到鲁迅与学生的契合、到用语

文的方式学习鲁迅的作品。对教材文本分析从小学教材中的鲁迅作品到

高中教材涉及到的鲁迅的作品，一一例举分析。见解独到，既可以打开

思路，又融合了学生的问题，非常有深入，值得学习和借鉴。这样高质

量的讲座，让我也学到了新的文本处理方法，去思考更多同类作品的研

究教学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到。

心得体会（赵波）

2023 年 4 月 12 日，张雪平名师工作室第 13 次线下集中活动，在泸

县九中举行。这次活动由赵波老师和卿燕老师带来两个精彩的专题讲座

随后九中的张丽平老师带来了《荒诞与现实的交错——探究<促织><变形

计>的主题》的探究课，课后小组成员进行了交流评课。



赵老师作了《语言建构与运用导向下的小说个性化阅读》的讲座，

他指出小说的阅读教学，要从“套路化”教学走向“个性化”教学，要

以语言为载体，着力挖掘“每一类小说”和“每一篇小说”的独特性与

价值性。教师需要注重在阅读中帮助学生建构和运用语言，进行深度阅

读，形成个性化言语经验。

卿燕老师的讲座是《新高考背景下鲁迅作品教学研究微探--以<祝

福>为例》。她例举了从小学教材中的鲁迅作品到高中教材涉及到的鲁迅

的作品，从分析作品教学现状入手、再到鲁迅与学生的契合、到用语文

的方式学习鲁迅的作品。见解独到，值得学习和借鉴。

随后九中的张丽平老师带来了《荒诞与现实的交错——探究<促织><

变形计>的主题》的探究课。她在学生课前自主梳理情节的基础上，舍弃

了传统的“情节—作用—主题”的单线上法，从两篇小说的关联处入手，

在课堂上着重探究两篇小说共有的“异化”情节，以点带面，引导学生

深入品味情节中的虚构艺术，感悟情节设计的匠心独运。

本次活动，我收获良多，有以下启发：

1.要深入领悟《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用好新教材的单元任

务提示，从而设计出符合“双新”要求的教学活动。

2.要深入研究学生的学习背景，创设学习情境，让学生能在一定方

法指导下自主阅读。

3.要关注学生语文学习方式方法的引导，注重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与合作探究的能力。



4.要关注学生的生活体验，能基于人文情怀，引导学生思考人生。

“教育的本质是培养思维，而培养思维的最好场所是课堂。”普通

高中“双新”背景下的课堂教学改革，其实就是通过教学变革和课程变

革，走向思维变革。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学习，不断探索，深研笃行，躬

耕求新。

结束语：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怀揣一颗满是赤诚的心，

我们在语文教学的道路上且行且探索；“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怀揣

一颗坚毅不改的心，我们在语文教学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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