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宁玉凤 培训学科： 语文 日期：2024 年 11 月

专 家 诊 断 报 告

（撰写要求：每位学科专家按分配任务认真观看课例，对每个学员在课例中出现

的问题进行剖析，寻找共性问题和个性问题，根据自己对教材和课标的把握，提

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结合本次研修主题和问题诊断情况，提出改进措施和对本

次“示范教学”课程的修改意见，字数不低于 2000 字。）

1.许红松老师执教的《渔家傲秋思》（现场听课）：许老师的这节

课是比较成功的，整体来看设计感很强，学生的参与度较高。由字形

书写到内容概括，由阅读鉴赏到主旨把握，许老师引领学生穿梭于字

里行间，难能可贵的是许老师不仅有知识的传授还有方法的指导。白

玉微瑕，比如，可把概括诗文内容改为画面描绘的训练，主旨的理解

可以结合时代背景再全面深入一点，以及“将军白发征夫泪”使用了

互文的修辞，需要给学生点出；另外，还要注意课堂评价。

2.陈孝宏老师执教的《猫》（现场听课）：陈老师没按活动探究单

元来上这节课。就本单元而言，单篇教学是达不到单元整体教学的效

果的。在单元导语的活动任务单中，三个任务非常明确，由读到写，

由浅入深，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也为我们的教学提供了方向。即便

是单篇教学，老师也应该把课堂还给学生，不应以老师的分析代替学

生的思考，要把对学生素养的提升落实到每节课中。

3.石卓老师执教的《诫子书》（现场听课）：石老师这节课能突出

重难点，思路也较清晰。但课堂上缺少点朗读，文章字短情长，所以

要让学生反复朗读，以读促思，以读会意。另外，课堂上不宜让学生

依赖教辅资料，否则会限制学生的思维。

4.王晴老师执教的《昆明的雨》（现场听课）：王老师在课堂上提



出的问题有点繁杂，而且问题的设计没有梯度，还有个别问题指向不

明。要注意设计能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主问题，才能让学生思考的更

深入。对于问题的理解可以允许学生有自己的个性化解读，老师不宜

过多地限定答案。另外，淡而有味是这篇文章突出的语言特点，也是

汪曾祺散文的语言特色，是本文教学的重点之一，不可忽略。

5.付静月老师的《猫》（现场听课）：付老师虽年轻，但课堂上很

沉稳，而且有大单元教学的意识，能引导学生借助单元导语中的学习

任务单明确学习目标，但是课堂的处理又上成了单篇教学。我又特意

找到了付老师修改后的教学设计，感觉好多了，采纳了专家老师提出

的一些建议，目标设定更集中了，教学活动环环相扣，重点引导学生

借助旁批认识批注的类型、学习批注的方法，教学过程有活动，有方

法，希望再接再厉！建议：“明确单元任务及活动目标”不必作为本

节课的目标呈现。

6.孙雯老师的《猫》(教学设计)：这是活动探究单元，建议按要

求去上，因为就本单元而言，单篇教学是达不到单元整体教学的效果

的。在单元导语的活动任务单中，三个任务非常明确，由读到写，由

浅入深，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也为我们的教学提供了方向。即便按

单篇处理，有几处也需要提醒，首先，教学目标的设定应该是本节课

的，而并非这一单元的，教学内容的选择是要围绕教学目标进行的，

而不是随意的；另外，有关写作的训练放在这一课时也不太合适。

7.刘俊正老师《秋天的怀念》(教学设计)：整体来看思路较为清

晰，问题的设计，也是由浅入深的。但还有几处可以优化，比如，对



文章作者和背景资料的介绍。不是一定要放在开头的，也可以在讲课

中间适时插入。另外对生字词的检查，也可以采取随文教学的方式。

另外，由于语言精炼，篇幅短小，还可以增加一些朗读的成分，采取

多种形式的读，来加深学生对坚忍无私的母爱的理解。

8.王静静老师的《猫》(教学设计)：这是活动探究单元，建议按

要求去上，因为就本单元而言，单篇教学是达不到单元整体教学的效

果的。在单元导语的活动任务单中，三个任务非常明确，由读到写，

由浅入深，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也为我们的教学提供了方向，我们

不妨多关注一下。

9.赵朝霞老师《回忆我的母亲》(教学设计)：首先，目标的表述

可以再集中、精准一些，比如，目标 1 可以删去，目标 4 的语言表述

需再斟酌。教学过程由“走近母亲”“体味母亲”“议论母亲”三个活

动组成，思路清晰。但是，建议把“体味母亲”改为“品读母亲”。

10.王致毅老师《江城子》(教学设计)：该设计由“诵读晓韵”

和“品读悟狂”两个环节组成，建议“读”和“品”这对孪生姐妹不

分家，不要油水分离，要让学生在读中感、读中思，读中悟，进而顺

利达成学习目标。

11.张志员老师的《爱莲说》(教学设计)：首先，目标设计有点

繁杂，可简化为：1．朗读并背诵原文，积累重点文言词句。2．理解

作者用托物言志的方法表达的高洁志趣。3．了解莲、菊、牡丹的文

化象征意义。另外，教学过程中还要注意主问题的设计，最好以学生

活动的形式展开。



12.孙玉清老师的《背影》(教学设计)：首先，教学目标的定位

不够准确，根据单元导语和课后思考探究，不难看出本课教学的重点

应为：把握文中“我”的情感变化，体会父子之间的深情，品味课文

独具特色的语言等。如果目标定位不准，教学内容就会出现偏差。因

此，确立精准的教学目标非常关键。

13.王丽老师的《背影》(教学设计)：问题指向不明，比如“父

疼子”这一环节中，老师设置“朗读，分析这一部分。”怎么朗读？

分析什么？怎么分析？我们在上课时要给学生指引方向，在学生理解

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还要递抓手，巧引导！

14.贾敏老师《猫》(教学设计)：这是活动探究单元，建议按要

求去上，因为就本单元而言，单篇教学是达不到单元整体教学的效果

的。在单元导语的活动任务单中，三个任务非常明确，由读到写，由

浅入深，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也为我们的教学提供了方向，我们不

妨多关注一下，也不枉编者的一片苦心。

15.郭巧巧老师《秋天的怀念》(教学设计)：整体来看思路较为

清晰，问题的设计，也是由浅入深的。但还有几处可以优化，比如，

对文章作者和背景资料的介绍。不是一定要放在开头的，也可以在讲

课中间适时插入。另外对生字词的检查，也可以采取随文教学的方式。

另外，由于语言精炼，篇幅短小，还可以增加一些朗读的成分，采取

多种形式的读，来加深学生对坚忍无私的母爱的理解。

16.赵玉老师的《诫子书》(教学设计)：首先，目标的设定不够

精准。本文对于七年级的学生来说有一定难度，而凭借该教学设计中



的两个问题很难顺利达成学习目标，尤其是第二个问题的设计“诸葛

亮为什么要从这六方面来劝诚儿子呢？”直接抛给学生，更不好理解，

要让学生在反复朗读的基础上，弄清“静”“俭”“学”“志”之间的

关系，文章思路也就清晰了，进而感受诸葛亮的人格魅力。因此，本

文的目标可以设定为：积累重点词语和文言知识；理解文意，厘清文

章思路；体会文章主旨，思考其现实意义，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共性问题：

1.通过诊断发现不少老师目标的设定不够精准。教学目标的设定是整

个教学设计过程中的关键步骤，它为教师的教学活动提供了清晰的指

导和基准，是教学活动得以展开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教师要确保

教学目标的科学性和实用性。目标设定应注意以下几点：①要有课标

意识；②关注单元导语；③留心教材上的助读系统，如预习提示、课

后思考探究、阅读提示等；④考虑学情。

2.通过诊断发现不少老师的设计没有主问题，教学中存在的“碎问”

“碎答”“无效”等现象,“主问题”是引导学生对课文进行深入研读

的重要问题、中心问题或关键问题。它能支撑课堂主体，能引发学生

深度思考的问题。它考验的是语文老师的文本研读能力。“主问题”

的设计要具有开放性和层次性，可从课文标题、关键词句、人物形象、

表达技巧、文章结构等五个角度进行“主问题”的设计。

3.缺少课堂评价，评价语过于单一，评价语缺乏针对性。

课堂评价，具有诊断问题、收集信息、调整教学的功能。教学活动中，

教师要根据评价任务的实施，不断收集学生的学习信息，判断学生的



学习现状，随时了解学生是否学会。同时，教师还要依据学生的学习

情况及时调整学习进程和策略，以达到“依评促教，依评促学”的目

的。

个性问题：

不能适时借用背景材料助读。

背景材料的作用，有点渗透铺垫，有的激发兴趣，有的解疑释惑等等。

背景材料的引入要“有用”，或者质疑激趣，或者补充深化，或者启

发引导，或者拓展延伸，该引则引，引而有效。引入要“适时”，背

景材料不要一味放在开头，要选择合适的时机，在学生研读文本遇到

障碍，需要搭桥架梯时；在对文本理解在低位徘徊，需要借机推进时；

在与文本对话欲罢不能，需要点拨提升时，选择与文本无缝对接的背

景材料，互相印证，从而使学生更加快速地走进文本，理解作品的内

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