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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简介 

工作室名称：名师工作室 

导师：高永娟 

学员：  

严琴（汇师小学） 

顾莉璟（教科院实小） 

张婷（向阳小学） 

丁涓（爱菊小学） 

袁瑛（东二小学） 

范文洁（逸夫小学） 

黄剑雯（康健外语） 

顾纾（世外小学） 

彭晓悦（康宁小学） 

马骥（高一小学） 

汇师小学（严琴） 

 
 



研修动态 
2018年的第一个工作日，我们工作室成员又相聚在东二小学聆听讲座，开启了努力奋进

的一年。这次讲座的主题为“心理与神经科学视角下的小学语文教学”，乍一看标题中的词汇

似乎与我们的工作有些距离，但主讲专家——上海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枫老师将这些心

理和脑科学知识与我们的语文教材、语文教学联系在一起，为我们更深入科学地了解学生、

思考教学提供了帮助。 

这堂讲座主要从“儿童字词习得的认知过程对教学有何启示”“语言学习和运用只是大脑

左半球的功能吗”“心理科学如何从素养的角度看待语文教学”“语文分项等第制评价对儿童

有怎样的意义”这四个方面展开。这四个方面既涉及了了低年级字词教学，又牵涉到高年级

的阅读教学；既关注了当前提出的学科素养，又阐述了分项等第制评价对儿童的意义。一堂

讲座包罗万象，包含了当前语文需要研究的内容。 

在讲到儿童字词习得的认知过程对教学提供帮助这一话题，王老师先带着我们回顾了人

类造字的过程，通过几张图片的阐述，老师们很快地了解了识字是一个音、形、义逐渐建构

联系的过程，大脑内的神经元是将它们连结起来的桥梁。儿童识字的过程是一个从具体形象

到抽象思维的阶段，所以在教学上老师需要关注“基于感受、情境支持、广泛链接、身体参

与”这几个方面，从而更顺应学生认知规律地进行字词教学。 

同样，对于如何指导高年级的阅读教学，王老师也将其与心理与神经科学联系起来。首

先王老师为我们介绍了大脑处理文本过程的三角图，这是一个由文本、感知、想象架构起来

的三角图。在这个关系间，学生对文本进行结构性加工、推断与理解、形成意义联系。随后，

王老师总结的这几个词“引导想象、激活情绪、学会策略、社会参与”让我们对全脑参与的

语言过程如何指导语文教学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 

最后在讲到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及分项等第制评价时，王老师用了两组实例。一是知识学

习与主动参与的语文学习保持量比较中，用数据证明了外部输入的陈述性知识能保持学习内

容的 20%，而主动参与形成的学习体验则能将 80%学习内容输入到大脑中。二是从科学的角度

解释了情绪对于学习的影响，感性通路和理性通路表明了只有经过认知与调控皮层的情绪才

能得到调控。 

这堂讲座的知识容量并不是我们平时工作中熟知的，但这样从科学的角度来回看学生认

知过程和我们的教学，确实给了我们不少启发。新年伊始用知识装备自己，让我们厚积薄发，

更专业地投入到工作中。 

 

  
 



范文洁老师供稿 

2018年 1月 9 日。区语文教研员闵晓立老师携工作室的 10位成员一起来到上海外国语

大学附属小学与其他区教研员、研究生团队成员一起聆听了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上海复旦

大学中文系博导刘大为教授讲座。   

刘大为教授的报告内容主要围绕两个方面：一、修辞研究的两个向度。刘大为教授提出

语言表达离不开修辞结构，相对于语法结构，修辞结构的编码形式更为丰富，是语言变异和

创新的体现，同时传递出表达者的言语意图。但修辞结构和语法结构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二

者之间是语法化由弱到强的连续统。二、修辞构式的话语场景 分析。刘大为教授认为修辞构

式对话语场景具有较强的依赖性，针对语例“我在饭馆炒了两个菜”中并存的修辞构式和语

法构式，提出了此类话语场景语义结构化的 相关公式。并详细阐述了“把”字构式修辞化的

话语场景分析和主观化运动句的话语场景分析，再次强调了话语场景分析在修辞构式研究中

的关键性。 

整场讲座充满激情，思路清晰，尤其是报告中多次运用贴切生动的语例，使报告现场气

氛活跃、轻松，工作室的各位老师都认为受益良多。通过讲座，我们享受到一场小型的学术

盛宴，不仅了解了修辞学方面的前沿课题，更重要的是从修辞研究的研究方法中深受启发。 

袁瑛老师供稿 

2018 年 1 月 23 日下午，高老师名师工作室的往届和现任学员们汇聚在逸夫小学的“书

画社”开展了一次集中培训活动。 

首先，本次活动邀请了上海市教委教研室、上海市教委基础教育质量检测中心的汪茂华

老师为大家做了题为《绿色指标综合评价与学校发展》的讲座。长达两个小时的讲座中，汪

老师一气呵成，为大家介绍了“学业质量评价”的“前世今生”，让大家对“学业质量评价”

有了更全面、深入、直观的认识。首先，汪老师从“问题”和“目标”两方面介绍了“学业

质量评价”的改革背景。然后从“评价系统的设计”、“评价主要内容”、“评价工具”、“评价

指标、”“评价结果”等方面具体介绍了整个“学业质量评价”体系“有什么”和“怎么来的”。

最后，他对比了前后两个版本，指出了新版本的改进目的和意义。整个讲座的过程中，汪老

师列举了很多数据，剖析了数据背后所暴露的教育教学现状，某些因素对教育教学的影响，

为如何改进现有的教学和评价明确了方向，提供了思路，引发了大家的思考。汪老师的讲座

不仅让我们正确认识了“绿色指标”，更是让我们了解了“绿色指标”是一种服务，不是权力；

是一种评价，更是一项评价研究；关注基于证据的分析与改进；需要与时俱进的持续推进和

增效发展。 



之后，高老师做了总结。高老师指出科学的评价所呈现的数据，需要大家反复去思考、

去研究，多角度地探寻问题所在。同样，“绿色指标”也为我们的评价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平时在对学生进行评价的过程中也要用这样的方式去思考去分析。“评价有道，探索无涯”，

在基于标准的教学与评价的研究之路上我们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讲座过后，高老师为大家布置了下学期各年级中心团队的研究任务和工作安排，并让大

家能够在寒假中思考各自被分配到的任务，以更好地完成下学期的教研任务。 

严琴老师供稿 

早春三月，乍暖还寒，最难将息。高永娟名师工作室的全体成员们忙碌完各自学校上午

的教学任务，马不停蹄地赶到虹口区广灵一路的广灵路小学，聆听华东师范大学叶军教授的

专题讲座《书面语能力的启蒙与培养》。 

下午 1点，广灵路小学五楼的阶梯大教室里座无虚席。工作室的各位老师和其他区的研

究生团队、教师代表们在市教研室薛峰老师的开场介绍下以热烈掌声请出叶教授。以 2011版

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为依据，根据课标中提及的“使他们具有适应实际需要的识字

写字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阅读能力、口语交际能力，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 

叶教授指出语文关键能力就是指母语能力和学校教育下的语言能力，从表达形式上分，为口

语和书面语。其中的口语包括口语理解和口语表达；书面语包括书面理解和书面表达。其实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听、说、读、写”的四项能力。在座的老师很快被叶教授温润清朗的

声音吸引，饶有兴趣地听叶教授继续讲授文言与白话之关联；口语与书面语之区别以及关于

书面语能力的发展。 

  两个多小时的讲座中，我们了解了并非写下来的语言就是书面语；通过叶教授出示的

表格比较、例子枚举……我们弄明白了口语与书面语在媒介、交际者、语境、话题、内容与

情境四方面上的差异。搞清楚了这些基本的理论知识，就有助于我们在教学实践中更科学地

收集、选择、修订、合理使用文本，使其滋养丰富学生的语言积累，规范地表达，从而提升

指导学生语言的表达能力，使学生真正得益。 

最后，薛老师的扼要地总结，也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作为汉语言文字的传授者，语言的

使用要规范、要严谨，如此才能当好一名汉语言文化的教授者。 

顾丽琴老师供稿 

在阳光明媚的春光里，工作室的全体成员迈着轻盈的步伐来到了徐汇区爱菊小学，参与

工作室本学期的第 2 次活动。 

此次活动内容极为丰富，共分为四大板块。 



首先是实践交流版块。彭晓悦老师分享了名为《以<贴春联>为例浅谈阅读命题的科学性》

的 实践思考。她结合假期中参与的部编教材的课外阅读

题 的设计，通过前后两稿的修改原因的讲述，使大家明

白 了要围绕单元目标和学习重点选择合适的阅读文章，

根 据目标导向设计适切的阅读题目，同时还应该站在学

生 的立场去思考答案，从而提高检测点的准确性与科学

性。张婷老虎是以《赵州桥》一文为例，分享了名为

《目标导向 匹配指向 凸显过程》的课文阅读理解练习的设计意图。她根据自己的实践结果，

提出设计的出发点要坚持以目标为导向，设计的最终目标与技能指向匹配，设计关注学生完

成练习的过程体验。两位老师发言精彩，用实例说话，带给大家很多收获与思考。 

张婷老师供稿 

3 月 9 日上午工作室四年级小组的老师们来到了漕开发实验实验小学，听了张悦璐老师

执教的四年级阅读课《看不见的爱》。《看不见的爱》这

篇课文，展示了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感人至深的

母爱。这种爱如清风细雨，却点点渗入作者的心田。课

前，张老师做了充分的准备。课堂教学中，张老师结合

单元训练重点“简要复述”，带领学生进行文章内容的

感受，以作者的情感变化作为体会中心的抓手，引导学

生联系上下文理解进而朗读，感悟，从中体会这份执着、

坚韧的母爱。 

课后，工作室小组成员在高老师的组织下进行了评

课活动。首先，听课的老师们谈了自己听课后的感受，

提出了自己没听明白的地方。接着，高老师从“简要复

述”的路径入手，为大家解惑：“简要复述”在阅读课中

老师要教什么，怎么教。对于四年级的孩子，他们有详

细复述的经验，还有概括的基础，因此，在讲述课文时，

要想做到语言表述的简明扼要，首先要提炼要点，其次

是区分主次，遇到大量对话和描述性的语言时要转述成叙述性的语言，而这恰恰是本课的难

点。在高老师的指导下，老师们犹如醍醐灌顶，对这类课该怎么去展开教学也有了一定的认

识。 



最后，老师们又讨论了这个单元的作业设计，还定下了下次试教的时间，老师们觉得对

于这一类课该怎么上好，还是值得做更多、更进一步的研究的。 

丁涓老师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