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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培计划”项目实施工作 

简  报 
主办：天津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2013年 10月 15日  

                                                第 1期  

 

“国培计划（2013）”—西藏自治区农牧区中小学骨干教师 

培训项目初中数学班 

★【开门大吉】 

金秋，是一个充满阳光，收获幸福的季节，在这样的季节里，有 48

名教师满怀憧憬和向往，从遥远的西藏来到了美丽的滨海城市—天津，来

到了充满活力的天津师范大学。                                         

来到天津，我们就没有了地域的阻隔，来到师大，我们便有了心灵的

交融。希望您在这二十天的培训中，能够与专家达到思想的契合，能够与

同仁碰撞出智慧的火花；希望您在这二十天的培训中，能够更多地获得知

识，能够更好地增长技能；希望您在这二十天的培训中，能够领略天津的

风土人情，能够感受师大的大德博学；希望您在这二十天的培训中，能够

感受到家的温暖，能够体会到亲人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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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为此次培训活动配备了经验丰富的服务

团队，聘请了国内一流的专家学者，打造了丰富多彩的教学内容，设计了

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创造了舒适温馨的生活环境，希望能为各位学员的

学习生活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让我们一起以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斗志去迎接新的挑战！希望您在天

津师范大学能度过一段充实而精彩的学习时光，满怀憧憬而来，满载硕果

而归！ 

★【新闻联播】 

精心策划，悉心准备，确保“国培计划（2013）”—西藏自治区 

农牧区中小学骨干教师培训项目初中数学班圆满成功 

 

    “国培计划（2013）”—西藏自治区农牧区中小学骨干教师培训项目

初中数学班是教师教育学院本学期承接的第一个

“国培”班，作为致力于打造“高水平适应高层次，

高质量满足高要求”的“国培计划”品牌，学院领

导班子高度重视本次培训。新学期伊始，学院领导班子多次组织召开工作

筹备会，邀请有“国培”经验和经历的兄弟院校专家教师就课程设置、专

家构成、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等进行反复推敲，多次修

订，并最终形成了一套科学可行的培训方案。同时，学 

院组建了经验丰富的服务团队，何秉正书记、王光明 

院长亲自挂帅，数学专业教授博士全员上岗，学院其他

部门教师通力配合，确保此次“国培计划”—西藏自治区农牧区中小学骨

干教师培训项目初中数学班圆满成功。【天津师范大学 米溢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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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致周到服务 喜迎国培学员 

 

    2013 年 10 月 8日，“国培计划（2013）”—西藏自治区农牧区中小学 

骨干教师培训项目初中数学班学员相继来我校报

到，我院培训服务团队认真细致地完成了接待服

务工作。由于考虑到西藏地区路途的遥远和不便，

早在正式报到前两天，培训服务团队便已安排专

人入住宾馆，接待提前报到的学员。在正式报到前，培训服务团队做了精

心的准备，为每名学员配备了《国培学员手册》、网线、接线板、水笔等

学习物品和地图、衣架、常用药品等生活物品。从清晨到半夜，培训服务

团队始终热情接待着每一位培训学员，一个微笑，一声问候，一句叮嘱，

使学员一开始便能感受到家的温暖，感受到亲人的关爱。此次接待工作受

到了培训学员的高度认可和赞扬。【天津师范大学 廖晶 撰稿】 

 

“国培计划（2013）”—西藏自治区农牧区中小学骨干教师培训项目

初中数学班开班典礼隆重举行 

 

2013 年 10 月 9 日上午，“国培计划（2013）”—西藏自治区农牧区中

小学骨干教师培训项目初中数学班开班典礼在立

教楼 B401 隆重举行。天津市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

中心主任、天津师范大学援疆办公室主任周金虎

老师、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教师教育学院院长王光明教授、教师教

育学院副院长仲小敏教授、胡中华老师出席，教师教育学院综合办公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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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门燕丽老师主持典礼。 

王光明院长首先致辞，他代表学院全体教职员工对来自西藏自治区 7

个地区的 48 名教师表示热烈的欢迎。随后，王院长系统介绍了天津师范

大学教育学、心理学相关学科发展情况和教师教育学院近两年学科和师资

队伍建设情况，并对本次培训任务进行了布署。 

随后，培训专家代表，教师教育学院副院长仲小敏教授和培训学员代

表，西藏山南地区措美县中学教师王丽娜老师相

继做了发言。仲教授表示，培训专家团队将严格

按照“国培计划”课程标准倾力为广大学员提供

最优质的学习资源和最良好的培训体验。王老师代表全体学员对主办方的

精心筹备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表示要满怀憧憬而来，满载硕果而归。 

最后，天津市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中心主任、天津师范大学援疆办公

室主任周金虎老师讲话。周主任在讲话中明确提

出了六点要求，要求全体学员“珍惜机会”、“增

进团结”、“提升形象”、“注意安全”、“加强交流”、

“善于反思”。他鼓励学员充分利用这样一次难得的机会，在反思中提升，

圆满完成本次培训任务。最后，他祝愿学员学有所成，为西藏地区的教育

事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天津师范大学 门燕丽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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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讲坛】 

仲小敏 

天津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院长，教师教育研究所

所长，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学会地理教学

研究会理事；天津市教育学会中学地理专业委员会常务理

事、副理事长；澳门地理暨教育研究会学术顾问。主要研

究方向为地理课程与教学论。主持和参加多项国家及省部级教育科学研究

课题。 

王毓珣     

    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科研处处长、研究员。中国教

育学会教育理论刊物分会秘书长,天津市人民政府咨询专

家,天津师大、天津外国语学院、天津理工大学兼职教授,

北京师大与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课程班主讲教师。参与教育 

部师范司《高等学校职业道德规范》的制订与《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2008 年修订)》的修订工作。 

曹一鸣     

    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

事数学课程与教学、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研究。中国数学会基

础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数学教育研究会秘书长,全国初

等数学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数学会理事,中国数学会数学 

史分会常务理事,《数学教育学报》副主编,教育部教师教育课程资源建设

专家委员会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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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凤来     

    天津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工学硕士。研究方

向为信息技术教育。主要讲授《现代教育技术》、《信息技术

在教学中的应用》等课程。主编教材《Flash MX 动画设 

计与制作》和《信息化教学的理论与实践》,并发表多篇相

关论文。 

 

★【探索发现】 

 

《<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解读》感悟   

仲小敏教授对教师比较关心的关于教师资格打破终身制、教师专业发

展的必要性与教学研究的途径与要素等问题进行了阐述，使我们深刻认识

到，建设高质量教师队伍是素质教育的需要，更

是学校发展的迫切需要。尤其是新课改的实施，

使我们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通过仲教授的解

读，我们了解到，应努力寻找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学习途径，使自身的知

识不断更新、专业水平不断提高。同时，在教育教学实践中不断加强学习，

注重教科研，自觉开展终身教育。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现代教育的需要，

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才能为西藏培养适应时代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昌都地区丁青县县中学 王经军 撰稿】 

 

《爱、责任与教学艺术》感悟 

在今天的培训中，王毓珣老师精彩的讲解让我们明白了：课该怎么上,

学生才能喜欢你;如何让学生信服于你;如何做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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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使得我们对教师的定位与职业特征有了新的认识与感悟，总结为以

下几点：l.教师必须要有足够的爱心；2.教师在

实际教学中要注意教学艺术的正确合理使用；3.

教师必须严格履行自身职责。本次培训对于我们

今后的工作将会有更好的指导作用。【昌都地区第二高级中学 姚东波 撰稿】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解读感悟 

今天我们有幸聆听了曹教授关于《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解析》的讲座，

这堂课感觉“如闻黄钟大吕”。作为长期从事数学课程与教学、数学史与

数学教育研究的资深专家教授，曹教授娓娓道来的亲切话语似春风化雨，

滋润了我们干渴已久的心田。曹教授的这一课使我

们受益匪浅，使我们深刻理解了“数学新课标”在

数学教育教学中的重要指导地位，也知道了在今后

数学教学中应该怎样做才能更好地提高学生的数学水平，才能更好地适应

时代发展的需要。在教学一线的我们，要更好地发挥“数学新课标”应有

的“指路灯”作用，使西藏的数学教育能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实现我们

数学教师共同的数学教育梦。【日喀则地区林木县二中 闫俊良 撰稿】 

 

《技术如何更加有效地支持教学》感悟 

    李凤来教授《技术如何更加有效地支持教学》的培训充分考虑了教育

现状，结合具体课例说明如何运用教育资源。这使我们明白了在信息时代，

通过“远程教育”可以使教师以最快的速度获取最新的信息技术，并能及

时地把新的信息资源运用于教育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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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中，多媒体的培训令我们大开眼界,由于多媒体具有鲜明生动、

直观形象的特点，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学

生对知识的理解，进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因为应

用了现代教育技术，实现了课程的整合，收到了传

统教学手段不可能达到的效果。 

李教授同时还为我们展示了现在还在研究中的“未来教学模式”，使

我们对于未来的“在线学习”以及“翻转课堂”充满了憧憬，使我们明白

大规模的开放在线课程已经处在全球崛起的阶段，这是新一代网络教育,

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免费获取,全球参与学习的学生数量巨大,将深刻

影响传统大学教育。【西藏驻格尔木办事处中学 李娟红 撰稿】 

 

★【精彩一刻】 

 

天津红光中学观摩学习 

在这深秋季节，我和同事们一起来到天津师范大学参加西藏自治区农

牧区中小学骨干教师培训项目初中数学班培训。国培进行到第三天，三天

的收获多于在学校一年的收获。 

这次红光中学的观摩学习，对我触动颇大，我在感受现代教学设施给

教学带来便利的同时感受到现代教育理念下探究式

教学的魅力。红光中学两位教师的示范课设计巧妙，

板书和课件精炼，探究式教学手段的运用使课堂教

学效果明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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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在我们平时的教学过程中，大多数教师为了信息化而信息化。黑

板就是传统教学，课件就是信息化，所以大多数

的课件只是知识点的堆砌。而在这两位老师的课

上，我看到黑板和课件都是教育教学的手段，只

有两者合理的结合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西藏学生学习的最大障碍是

语言，语言障碍影响了他们的阅读能力，进而影响了他们的理解能力。所

以在我们的教学过程中，定义、定理、公式的教学是很大的难点。以往的

教学结果就是学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

以数学等理科教学效果一直不明显。探究式教学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学生了

解了定理、定义、公式的取得过程，就自然能够学会应用。 

春种秋收，我们在深秋季节收获颇丰，希望在春天时我们可以把这些

种子播洒，然后辛勤培育，期待下一个秋季的收获。【山南地区扎囊县中学 党晓

飞 撰稿】 

 

★【回声嘹亮】 

天津师大随行之感 

 

凉爽的金秋，休闲的十一，当家人或是朋友结伴旅游的时候，我们坐

着火车踏上了去天津师范大学教师培训的路上。从中国西南来到华北，感

受和接触着两地不一样的地域风情，不一样的人文气息。到了天津师范大

学教师培训地，我们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师大教师教育学院的各位老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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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都想得很周到。我们的培训课程安排得很满，各位学员满怀激情的

开始了为期 20天的“国培计划（2013）”—西藏自治区农牧区中小学骨干

教师培训项目初中数学班培训。 

通过聆听这几天的专家专题讲座和观摩天津红光中学的数学课堂高

效课，我们受益匪浅。一些学员也很具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有关西藏初中

数学教育教学的问题，解决了我们的一些教学困惑，也让我们更加期待以

后十几天里更多权威专家的专题讲座和其它两所学校的数学教学观摩探

讨。【山南地区措美县中学 王丽娜 撰稿】 

 

培训小思 

我们对最近进行的国培课程进行了阶段性小思，总结为以下几点：第

一，更新了观念。通过培训,使教师的教育理念得到了更新,教学思路得到

拓宽,对新课程的认识与实践都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并且对自身的素质提

高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第二，开阔了视野。培训让我们获得了很多的信息,

开阔了视野，同时也为今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三，为今后的教

学搭建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第四，提高了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运用

水平。第五，明确了在运用最新的教学理念的同时，应考虑学生的心理状

态。【西藏驻格尔木办事处中学 李娟红 撰稿】 
 

 

 



 11 

★【寰宇视野】 

西藏是很多人心中的一方圣土。西藏大美，美在神奇的自然风光、独

具魅力的特色文化，美在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日新月

异的幸福生活，美在西藏各族人民在雪域高原创造

的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上海世博会上，西藏馆精

心选择了青藏铁路、反映新西藏的影视短片和拉萨

民居作为展示的三大亮点。展示内容旨在让参观者在轻松、快乐中体验“天

上西藏”。故借这次培训学习之际，我们西藏各地区老师诚挚的向不辞辛

苦为我们培训的教授专家们以及为我们搭建培训平台的天津师大的各位

老师同学们发出盛邀：欢迎您来“天上西藏”。 

★【广而告之】 

10 月 17 日（周四），“国培计划（2013）”—西藏自治区农牧区中小学

骨干教师培训项目初中数学班学员将赴北京师范大学天津附属中学西藏

班观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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