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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我们热爱教育，没有因为尘世的浮华而失去激情与梦想。因

为有梦想，我们成为红烛园丁；因为有梦想，我们渴望勇攀高峰；

因为有梦想，三尺讲台成为独一无二的舞台。

一、经典课例

5 月 17 日，张雪平语文名师工作室第十四次集中培训活动在泸

县一中举行，工作室全体成员参加。此次活动的主题是“自然语文理

念阅读与鉴赏”，工作室成员中的两位老师根据此主题分别开展了《语

言的力量——《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与《在马克思墓前

的讲话》和《致敬革命导师，赓续时代传承——《在<人民报>创刊纪



念会上的演说》与《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的比较阅读的研究课。邓

国利老师作了《老路走新生——让课前演讲开辟语文教学另一篇芳草

地》的讲座。

杜洁琳老师《语言的力量——

《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

与《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的研究课，

从两篇演说的结构出发，设计了三个

任务，从演讲的基本要素、演讲的基

本内容与结构以及演讲的语言特色，

着重呈现出演讲语言的力量，从而完

成“语言的建构与表达”这一课程目

标，最后的拓展延伸直击学生的写作能力，具有写作教学意义。

钟其芳老师《致敬革命导师，赓续时代传承——《在<人民报>

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与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的研究课，将演讲稿的基

本格式融入教学中，贴近

学生的日常生活，活动设

计、课堂流程完整而生动，

从演讲结构到内容，再到对语言的赏析，逻辑严密，娓娓道来，最后

以《时代薪火当有我，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视频结尾，升华了课堂主



题，更是体现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的单元主题，让学生对

自己的时代责任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邓国利老师的《老路走新

生——让课前演讲开辟语文

教学另一篇芳草地》的讲座，

深层次的分析了演讲辞的教

学存在的客观问题以及语文

核心素养下演讲辞的教学应成为教师教学的关注点这一现状，从课前

演讲的方式出发，向我们呈现“课前演讲“这一方式在语言教学中的

价值定位和实施策略，为我们摸索、总结出科学的、行之有效的训练

方法，为提高学生语言建构与运用能力提供了新思路。

二、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5 月 24 日，“张雪平名师工作室第十四次研修活动的第二分段线

上集中培训活动”于晚上 7 点在钟斯老师的主持下，正式拉开序幕。

贾志梅老师为我们做了《聚焦演讲语言，提升思维品质——以必

修下第五单元为例的演讲词读写思考》的专题讲座，贾老师以演讲为

例，从语言与思维的角度出发，分别从“抓住关键词句，提升学生思

维概括性”、“分析逻辑语言，提升学生思维深刻性”、“学习辞化语言，

提升学生思维独创性”三个方向，点明演讲辞的写作技法，具有很强

的实践操作性，实用价值高。

王瑛老师为我们做了《以学科思维导图为舟，渡演讲读写之海》



的专题讲座，从现在语文教学现状分析，开辟了用思维导图打开演讲

读写的新天地。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

进而提高学生的读写能力，离不开思维导图的运用。利用思维导图，

能够让学生更加明确演讲主题，使学生在读写的时候始终围绕自己的

主题观点，协调预设与生成，让语言表达更具有自由和弹性，让表达

更有效，观点更有说服力，为每一位聆听的老师提供了教学新思考和

新思路。

卿燕老师为我们带来了《喧哗与骚动》的读书交流分享活动。这

本由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创作的长篇小说，因其复杂的结构和令人

迷惑的内容吸引了无数人，卿燕老师亦是如此被吸引。她从第一次看

这本书的回忆说起，简单介绍了整篇小说的基本内容和复杂的结构，

着重分析了神话模式中的“嗅觉象征”，向读者展示了当时美国南方

社会守旧思想之深，从而引发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新认知，对现实生活

作出新思考。



三、学习感悟
泸县一中 钟斯

今天有幸在泸县一中参加了工作室的第十四次研修活动，杜洁琳

老师和钟其芳老师将两篇演讲词进行联读。杜老师用《我有一个梦想》

的演讲视频导入，分析文本，把握演讲内容，品味演讲语言，读写结

合，让同学们体会到了语言的力量。钟老师通过梳理演讲内容，探究

说理逻辑，赏析演说语言，最后用《敬告青年》的视频引领学生致敬

革命导师，赓续时代使命，展现了宏大的格局。两位老师注重通识，

选择共识，关注演讲本身，突出阅读方法的指导，利用文本渗透高考

知识点，任务设置问题化，指向性强，为我在以后的课堂中提供了借

鉴。

演讲是语文“听”“说”“读”“写”能力中十分重要的一方面，

演讲辞教学也应该是语文教学中一项重要的教学模块。但由于时间关

系，加上新课改的任务重，所以我们经常都没有讲这两篇课文，导致

对于学生“语言建构与提升”这项素养的提升落实不太好。通过两位

老师的课堂，我觉得其实经过精心设计，还是可以在一节课中让学生

了解演讲的艺术，落实单元任务“责任与担当”。同时，我们还可以

通过课前演讲的形式，树立学生自信心，增强他们口头表达能力。邓



国利的讲座中，高中三年的课前演讲统筹安排让我有了更加明确的计

划。但课前演讲的有序化,科学化仍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过程。

贾志梅老师《聚焦演讲语言 提升思维品质》的讲座给我们讲述

了如何提升思维品质的方法，一是抓住关键词句，提升学生思维概括

性，二是分析逻辑语言，提升学生思维深刻性，三是学习辞化语言，

提升学生思维独创性。学习是为了更好地生活，让学生融入生活、更

好地生活才是学习的出发点。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没有语言的思维是

不存在的；思维是语言的内容，没有思维就不可能有语言。要提高学

生的口语交际能力，离不开对其思维能力的锻炼。在语言学习中，学

用结合是一个广受推崇的教学思想。学，是有效运用、灵活运用的基

础。用，是促使思维层层推进，检验学生学习成果的有效途径。关注

思维，学用结合，可以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提升学生思维的独创

性。在平时的训练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利用思维导图拟写演讲稿和作

文提纲，使写作思路更清晰。

泸县一中 胡润

今天的研修活动中，杜洁琳和钟其芳两位老师采用同课异构方式，

执教《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联

赏品读。两位老师课堂设计新颖，底蕴深厚，深入分析文本，透过文

本去追寻伟人思想，让人受益颇深。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两位思想巨

人。学习他们的著作，当代中学生存在着明显的思想落差和一定的抵

触情绪。杜老师采用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视频引

入本堂课的情景，让学生初步感知演讲“声临其境”的特点，起到迅

速领学生进入两篇文本演说的当下情景，拉近学生与两位伟人之间的

心理距离。钟老师则以“致敬革命导师”为引领，一步步深入品析两

位伟人的思想精神，再结合现当代各界优秀人才的语录，播放精心挑

选的视频资料，并提供必要的知识“支架”，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

贯入使命担当的崇高价值观。从实践情况来看，她们的这些做法起到

了较好的效果，成为课堂学习顺利推进的基本保障。演讲词是一种独

特而重要的文类，它充分地体现了语文课程“引导学生在真实的语言

运用情境中”“积累言语经验”的性质，甚至关乎学生终身发展的需

要。两位老师的课引导学生“理一理，把握针对性”，就为学生打开



了一个欣赏演讲艺术的新视角，也开了学习语言实践运用技能的新天

地，这是学生需要教师指点的，也是他们感兴趣的。从课堂实践来看，

这一活动环节学生普遍感到新奇，课堂参与的积极性也明显增强了。

稍有不足的是，迫于课堂时间有限，演说的场景未能在课堂上真切演

绎，学生在反复诵读品味方面略有欠缺。

泸县一中 陈宽玉

2023 年 5 月 17 日，张雪平名师工作室第 14 次线下集中活动在

泸县一中举行。这次活动由杜洁琳老师和钟其芳老师带来同课异构之

《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和《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比较

阅读的探究课，以及邓国利老师带来《老路走新生——让课前演讲开

辟语文教学另一片芳草地》的讲座。然后各小组进行了交流评课活动。

杜洁琳老师的课以视频导入，吸引学生兴趣，视频结束后教师进

行点评，让学生感受到语言的力量。课堂中注重方法的指导，课堂最

后设计了一个修改演讲稿的环节，让学生学以致用，能加深理解演讲

稿的特点。钟其芳老师的课教学目标清晰，教学环节的设计紧紧围绕

文本，又有延伸和拓展，而且这些延伸和拓展又紧扣教材，落实了我

们“抱负和使命”的单元任务，而且课堂内容对学生来说实用性很强，

如演讲的基本格式、悼词的基本要求、赏析语句的提示等。两位老师

在课堂最后都进行了写作训练，都注重训练学生的读写能力。总之，

两位老师为我们作了联读示范，让我受益匪浅。

邓国利老师的讲座《老路走新生——让课前演讲开辟语文教学另

一片芳草地》从“演讲辞教学研究背景、课前演讲现状分析、课前演

讲实施策略”三个方面为我们讲解了演讲辞教学需要注意的地方，值

得学习和借鉴。

线上的集中活动在 2023 年 5 月 24 日举行，由贾志梅老师和王瑛

老师作讲座，卿燕老师为我们作了读书分享活动。

贾志梅老师的讲座《聚焦演讲语言，提升思维品质——以必修下

第五单元为例的演讲词读写思考》从“抓住关键词句，提升学生思维

概括性；分析逻辑语言，提升学生思维深刻性；学习辞化语言，提升

学生思维独创性”三个方面为我们讲解了演讲辞的读写思考。王瑛老

师的讲座《以思维导图为舟，渡演讲读写之海》从“背景研究与教学



现状分析、思维导图在阅读教学中的运用、如何利用思维导图拟写演

讲稿”三个方面为我们寻找了一种写好演讲稿的方法。两位老师的讲

座都给了我们课堂教学的诸多启示。

最后卿燕老师为我们分享了《喧哗与骚动》这本书，让我们在学

习之余又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储备，拓宽了我们的视野。

泸县一中 卿燕

2023 年 5 月 17 日，张雪平名师工作室开展了第 14 次线下集中

活动，本次活动在泸县一中举行。首先是两位老师为我们献课，杜洁

琳老师和钟其芳老师带来同课异构之《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

说》和《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比较阅读的探究课。之后是一场讲座，

由邓国利老师带来《老路走新生——让课前演讲开辟语文教学另一片

芳草地》的讲座。

杜洁琳老师先以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视频导入，

引出语言的力量。之后通过表格的形式梳理了两篇文章——《在<人

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和《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进行联读。

还对文本进行了精读、总结演讲技巧，最后延伸到学生的理想和职业

生涯规划上。可谓深入浅出，层层推进。钟其芳老师通过纵向与横向

两个维度，对两篇演讲进行梳理。赏析重要句子，关注了冒号后面内

容的含义。思路清晰，充满激情，学生参与度高。最后由伟人扩展到

学生，实现学生懂得使命担当与心怀众生的胸怀与理想的构建。邓国

利老师的讲座《老路走新生——让课前演讲开辟语文教学另一片芳草

地》为我们讲解了演讲辞教学方法和技巧。

在 2023 年 5 月 24 日晚上举行线上活动，由贾志梅老师和王瑛老

师作讲座。贾志梅老师通过抓住关键词、分析逻辑语言、学习辞化语

言等方面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王瑛老师将思维导图的方法运用于语

文阅读教学，为我们打开了新的思路。

通过这次工作室活动，增强了我的学科教学素养，对我今后的阅

读教学，特别是演讲词的教学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方法。

泸县一中 郑杰

今天，有幸聆听了两位美丽的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两堂精美的课堂，

收获了很多。



杜洁琳老师的课堂活泼、灵动，课堂氛围很好，师生关系也非常

融洽。我想，主要是因为以下三点原因：一是表格形式对比教学。将

《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和《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两篇

文章进行对比阅读，以表格的形式完成导学案，让学生能对两篇文章

的结构有个相对清晰的认识，学会文章的联读，找出多篇文章的同与

不同。二是学生对文本相对熟悉。他们很认真的预习了，读进去了，

在老师问到：“两篇文章的相同点与不同点”时，他们发出的声音让

老师们眼前一亮。三是老师备课充分。不管是引领学生关注文本，还

是穿插朗读，更深刻地体会作者的情感，还是古为今用，对今人的启

示，都有老师的用心和思考在里面。

钟其芳老师的课总体给人的感觉是深沉、大气。首先，她关注了

新教材的单元导读和单元学习指导。其次，目标明确，课堂的重点围

绕结构思维导图、论证方法和语言片段分析。而且关注了单元任务，

对演讲这一文体知识进行了讲解，让学生认识了演讲的特点、方式、

以及写作原则。钟其芳老师的板书也很有亮点，课前提前板书，再结

合现代手段 PPT 以外，还注重了传统的教学模式。再次，语言幽默、

生活化。

两位老师的课堂都充满了智慧与亮点，非常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新教材有很多可以值得学习、探索和研究

的地方、借助工作室的研究课和讲座，我们的收获也越来越多。

结束语：

一个热爱教育的人，一定是心怀大爱的人。一群热爱教育的

人，心怀大爱，秉承“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无私与无畏，努力

让教师与学生亦师亦友，让课堂获得从自然中生发，让学生在高

度的参与感中深味语文的魅力。知识的海洋如此浩瀚，语文的世

界如此深邃，我们的探索亦将永无止境。

报：泸县教育和体育局、泸县教师进修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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