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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教学中的评价语设计与案例分析

10 月 26 日上午，由史丽校长为我们讲授＂写作教

学中的评课语设计与案例分析”，学员们收获颇丰。

课堂教学的设计、实施与评价

10 月 26 日下午，为提高一线教师的教学能力，拓

展一线教师的教学方法，国培班请到了马洁玉所长

带来的新课改背景下，课堂教学的设计、实施与评

价相关的专题讲座。

写作教学中的课堂导入艺术与案例分析

10 月 27 日上午，在实际的写作教学中，教师面临

着许多问题，而魏春果老师的讲座就此根据自己的

经验，为学员提供了一些改善的方法。

参观平顶山学院感受平院风采

10 月 27 日下午，李飒老师带领学员们参观平顶山学

院校史馆、花瓷馆、窑房。感受平顶山学院的历史

韵味以及平顶山学院非常有特色的专业，带各骨干

优秀教师们一领平院风采。



一、写作教学中的评价语设计与案例分析

课前，史校长向我们介绍了自己名字：从“使力”到“实力”再

到“始终美丽”。“腹有诗书气自华”，这位身上洋溢着青春活力、才

华横溢的老师告诉我们她即将 50 岁时，我们惊呆了，同时也向她投

去了羡慕的目光。她也毫不保留地送给我们一套年轻秘诀：读书+运

动，希望大家受益无穷。

接着，史校长跟我们讲解了作文的重要性，很多孩子就是因写作

而得福。作文是语言的基础，进步的关键，得作文者得天下。于永正

说：“写得多不怕，写着写着就回了，练着练着就找着路了。”史校长

非常认同他的观点，并与学员们分享自己的心得体会。



在批改作文时，要对孩子多一些尊重，要让孩子感受生活，有话

可说，对孩子有正确的引导，不要因为孩子写的不好就批评孩子，应

该给与孩子更多的鼓励。

随后，她提出作文不仅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个难题，习作如何评价

对于老师们来说也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而史校长对此也提出了相应

的策略。



她提出了赏识的重要性，通过学生习作实例的展示与分析让大家

更清晰、明了地知道了自己习作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切实地解决了大

家传统的教学模式。

讲座结束后，史校长又跟大家进行了亲切的交流，进一步给大家

指导了习作课堂中的问题。最后给出作文进步的秘密，诱发写作动机

的心理因素之一，能获得荣誉和利益的喜悦。



二、课堂教学的设计、实施与评价

马洁玉，平顶山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曾主持 6项省级课题并

获 2014 年河南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主编和参编 20余部教育

教学用书，曾获省劳动模范、省优秀教师、省教学名师、省骨干教师、

省教育教学专家、省特级教师等称号。

有效的课堂是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永恒追求。有效课堂是一种理念，

更是一种价值追求，一种教学实践模式。所谓;有效教学，是指在有

限的时间和空间内，采取恰当的方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让学生参与学习过程，同时，为学生树立良好的情感、正确的态度和

价值观，从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学。所以，提高教学有效性是促

进发展、减轻负担、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一种具体体现。



处在教学一线的教师都想把学生教好，而且成绩更要好，所以任

何一名教师都渴望教学是有效的。那么，如何进行设计与实施有效教

学呢?马所长有一套自己的方法。第一，语言建构与运用。学生在丰

富的语言实践中，通过主动的积累、梳理和整合，逐步掌握祖国语言

文字特点及其运用规律，形成个体言语经验，发展在具体语言情境中

正确有效地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进行交流沟通的能力。第二，写作中提

高表达能力和情意素养。提高学生写作能力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除了

大量阅读积累保障外，情意素养的支撑是必不可少的因素。





三、写作教学中的课堂导入艺术与案例分析

魏春果，平顶山市新华区体育路小学业务校长、平顶山市小学语

文名师工作室主持人，中小学高级教师。河南省中小学幼儿园名师、

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河南省第四届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

程建设先进个人、获第十一届平顶山市青年科技奖、平顶山市优秀青

年科技专家。

在本次的讲座中，魏老师以《龟虽寿》和《江村》两首古诗开篇，

娓娓道来，客观分析了当前写作教学的现状，既有国家层面的统领意

志，又有教师层面的怕教作文、烦判作文的教学现象，还有学生层面

的没东西可写、不会写、写不好、不想写的真实现状，为探讨写作教

学的课堂导入艺术提供了现实依据和客观诉求。



课堂导入是一门艺术，导入的目标在于激发学生学习的动机，引

起对所学课题的关注，明确学习任务，增强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促

进知识结构的形成，魏老师结合日常的研究细细道来，那份沉稳，源

自对日常教学的真实把握和滴水汇海的积累，有着敏锐的教学意识，

为解决教学中的实际问题而研，很有启发性。

课堂是思维的碰撞，是砥砺智慧的婉言细语，是精神价值的整体

关照，是源自对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探问寻求。生生的互动，



师生的来回，提醒着我们，导入要符合教学目标的要求，要符合学生

的年龄、性格特征，要符合课型的需要，要符合课堂时间分配的需要，

要把握教育教学的客观规律，在规律中走向教学的成功和教学重点的

突出、难点的突破。

教学是存在有问题或急待于提升的薄弱之处，学生的问题恰恰是

我们教学需要突破的学生发展瓶颈。

那么，操作层面的导入，我们可以开门见山式的导入新课，也可



以设置悬念式的导入新课，亦或直观演示导入新课，从大的方向上来

整体推进课堂，把握课堂，既追求课堂的动态生成，也要力避教学形

式的华而不实，为教学而教学。

丰富学生的内心，培养阅读的兴趣，我们要具有勾连意识，精选

妙用教材，全面开发教材，确实把教材这个范本利用好，开发好，活

用好，树立大语文的艺术，课内课外的有机整合，开启语文习作教学

的新天地。

感动于魏老师工作室团队的孜孜以求，对教学技艺的博弈纵横，

对正向思维和逆向思维的深刻探讨，为我们开辟了一条蹊径，“桃李

不言，下自成蹊。”

感动于魏老师工作室团队的学段意识，巧设铺垫，梯度拉伸，逐

步递进，在小学写作教学的道路上，她们走得坚实而又笃定，“万丈

高楼平地起，一层垒土一层台。”我们终将相信，写作教学这样走下

去，一定可以收获丰硕的明天！





尊重学生，敬畏教育，守护课堂，我们行稳致远！



四、参观平顶山学院感受平院风采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为了更好地知行统一，下午

两点半，国培二期学员一行人来到了美丽的平顶山学院。走进学校，

一路上，学员们不知不觉被优雅的校园环境所感染、熏陶，独具匠心

的校园绿化，得体醒目的标语设置，随处可见，令人目不暇接。

在学校教师的引导下，我们来到了校史馆，一面面墙壁都是历史

的见证，诠释着人文教育与文化关怀，让我们真正感受到教育是一点

一滴的细节流淌。



古人言：“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聆听

智者的声音，沉浸在各种观点、各种技法和不同经验的海洋中，通俗

的深刻的，传统的创新的，清晰的模糊的，细细品味之后，发现自己

荒芜已久的心灵迎来了一场甘霖，又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在这片

教育的天空下，有名师教授领雁前行，有骨干教师同频共振，这是我

们共同的福份。教育之路漫漫，领雁齐飞，共谱华章！一路前行一路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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