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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4 月 17 日至 2021 年 4 月 25 日我有幸参加了“国培计划（2020）”

内蒙古自治区骨干教师提升培训项目。在培训学习中,我认真聆听了专家的报告,

他们以鲜活的案例和丰富的知识内涵及精湛的理论阐述,给了我强烈的感染和

深深的理论引领,使我每一天都能感受到思想火花的冲击。在一次次的感悟中,

颇感自己的责任重大、知识贫乏。虽然时间短暂,但 9 天的学习生活让我受益匪

浅。这次的培训是我人生的又一次提高和进步,是我教师生涯中的又一个新篇章。

这段培训虽然结束,但我的学习还没有结束,通过这次培训,我认为作为一名合

格的骨干教师应努力做好以下几方面:

一、要有全新的教学理念

课改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新世纪对教师的要求实施素质教育,需要转变旧

的、传统的教育观念,遵循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自觉运用先进的教育理念。

（一）宽广的服务意识。

宽广的教育观涵盖两层意思:是为全体学生提供平等的学习机会和发展条

件对身体素质好、聪明、有灵气、成绩好的学生与身体素质差、迟钝、调皮、

成绩差的学生应一视同仁,对学生的关爱不感情用事,更不能掺杂个人好恶。二

是对学生的情感、成绩以及身体素质都要悉心关照,服务周到,促使其全面发展。

（二）以学生的发展为核心。

心理学和学习科学的研究表明教育的过程应该是认知的过程学习的过程,

学生的知识是学会的不是教会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是把知识灌输给学生,而

是引导学生把握学习方法,让学生自己去探究、去尝试,在探索、尝试的过程中

获取知识,长进能力。教学过程中,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弘扬,注重形成个人的精神



力量,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真正落实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这正是现

代教育的发展方向。

（三）注重个性、因材施教。

现代教育不主张使每个都做到全面发展,但是应该鼓励学生发现和发扬自

己的长处不用同一把尺子来衡量和评价学生的优劣鼓励学生向自己能够成功的

方向努力因此,对学习成绩落后的学生,教师不但不应当嘲笑,还应当反思自己

的责任。注重个性、因材施教,还需要教师有正确的“人才”观。新时期的人才

观,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使他们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

有纪律。为了完成这个宏大的任务,我们必须矫正自己的人才观,以提高每一个

学生的全面素质为己任，不拘一格育人才。这次培训我深深地感到教法要结合

实际,就地取材,灵活机动,要因人而异，要因生而异。要针对学生,因材施教,不

可照搬照套。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形成自己的教法,形成自己的特色,

形成自己的风格,教出自己的风采。

二、要有多元的知识结构。

正在成长和学习过程中的学生,一般都对未来充满憧憬,同时也充满了对世

界的好奇他们在与周边世界的接触中,产生了大量的问题,这些问题吸引着他们

去分析、去探索。面对学生的问题,教师要在告诉他们一些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引

导他们进行思考为此,教师必须有多方面的知识,虽然教师不是百科全书,不可

能回答学生所有提问。但是教师知识的渊博,一方面会引起学生对知识的渴望和

对教师的尊敬，另一方面教师也可以利用多方面的知识引导学生打开思路。教

师要有终身学习的意识,不断了解新事物、学习新知识,不断更新和拓宽自己的

知识结构使自己具备与教学适应的多元化的知识结构。为此,教师在博览群书之

外,还要做有心人。在当今时代,教师真正需要的是虚怀若谷的态度，要敢于承



认自己在某些知识和经历方面的欠缺,虚心向自己的教育对象学习。

三、加强课后积累反思,提高教学能力

通过学习,让我清醒地认识到,专家与名师,之所以能成为专家与名师,他们

那广博的知识积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能够“恰当把握教学生成”,是与他们辛

勤的付出、不断地积累总结分不开的,“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是

他们的最好写照。作为一名参加骨干教师能力提升培训的教师,要想以高贵的姿

态行走,就要在教学中学会反思,在反思中总结,真正提高教学能力,做一个智慧

型的老师。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们的教学也如此，只教

不研,就会成为教死书的教书匠;只研不教,就会成为纸上谈兵的空谈者。专家也

特别强调了应加强反思注重积累。只有成为一名科研型的教师,边教边总结,边

教边反思,才能“百尽竿头更进一步。”现代教育,将教学研究的重心下移到学校,

建立与新课程相适应的以校为本的教学研究制度，新课程对教师的传统教育经

验提出了全新的挑战。作为校本教研第一特征的教学反思也因此被提升到了前

所未有的高度。

（一）自我反思

教师要利用各种机会对自己的教育、教学、科研活动等进行的反思。自我

反思应做到坚持多方面的反思。

①每节课坚持课堂教学的“三段式”。即备课时写“课前设想”用课改理念

设计本节课的教学,写出其教学思路;上课时做到“课中落实”,即课堂上尽力体

现“课前设想;上课后写“课后反思”针对实际教学情况,结合教学设想,看实际

教学体现程度。

②每月一篇教育教学杂记,教师对平时教育教学中的现象,以及自身教育教

学行为进行反思,写成文字,课题研究时间开展交流。



③每期一篇论文(或反思案例)教师要根据自己的教学实践,写出一篇高质

量的教学论文或案例等。

（二）自学反思

自学反思是指教师在自我进修、自我学习的基础上,以自己的教育教学活动

过程为思考对象来对自己所做出的行为决策,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结果进行审视

和分析教师既是培训对象,又是培训者。教师应通过不断地自学反思,促进自身

的专业化发展,要不断地加强理论学习,把自己的教育教学工作作为研究对象学

会反思技术,进行反思性教学,并让反思成为习惯,成为一名科研型教师,一学，

学习教育理论文章,以及别人的先进经验;二读,坚持读业务文章,读与校本课题

有关书籍,掌握最新的,特别是课改方面的信息;三写,写读书笔记、写评课记录、

写读书体会等,教师是新课程的促进者,在培训资源相对缺乏的情况下,我们要

以主动的态度,反思的精神去努力学习,不断探索、提高自身素质。

（三）交流反思

我曾认为课堂只是教师讲知识,学生学知识的场所,然而真正的课堂应该是

充满生命活力的实现师生共同成长的特殊场所。教学的实质是师生间的对话,沟

通与交流。对教学进行反思,也需要教师树立起沟通、交流的意识,大家可以针

对某个问题进行“解剖”,通过相互的研讨交流,通过多种观点的交锋来多视角,

多层面地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使自己清楚意识到隐藏在教学行为背后的教育观

念,并提出改进意见和理论依据和策略在交流中展开教学反思,有利于拓展思路,

把握实质,共享成功的快乐。

四、培训感悟

本次培训活动,即安排了贴近我们实际教学的课堂教学活动,又安排了生动

的知名的专家讲座,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活动内容丰富多彩。我们坐下来和知



名专家进行交流,有针对性地听课,解决了自己在课堂教学中解决不了的问题，

了解和接受最新的教育理论,课堂动态,专家们理论与联系实际的精彩讲解,使

我们听课者备受鼓舞。培训活动虽是短暂的,但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专业上,对

我而言,都有很大的提高。专家及名师结合自身的成长给我们做的一场场精彩讲

座,为我们教师的健康成长又一次指明了方向。

在我以后的教学工作中我要不断加强自身修养自觉学习。积极投身教育事

业。为了我们的教育,为了我们的学生,也为了我们自己,时时处处都要注重自己

的师德修养和人格塑造,并加强自己的理论素养和专业技能的学习和提高,一切

从实际出发,切实担负起教师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我要有针对性地根据此次培训

所学开展教学实践与研究活动,把我在培训中学习到的知识应用到教育教学实

践中去,在实践中反思,在反思中不断的总结,不断巩固所学知识,真正做到学用

结合,学以致用。让自己的教学有特点,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吸引每一个学生。

做一个教育事业上的有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