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名师工作室活动心得(优秀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
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乡村名师工作室活动心得篇一

能够参加本次初中语文名师工作室2020年集中研修活动我感
到非常幸运。本次培训学习，让我领略了名师的课堂风彩，
但最让我感到庆幸的是我收获了累累的果实。

一、让阅读成为习惯

初中语文教学中，阅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模块，我们应该通
过阅读提升综合素质，一个优秀的教师产生于优秀的团队，
因此，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我们会更加的团结，更加注重提
升自己的综合素质。

二、在教学方法上，也深有体会。如作者介绍，生字词应该
放在早读进行：注重文本赏析，从词句上品味作者的情感。
以前的我应到学生不够全面，通过集中研修，我重新认识到
教学应重视交流与沟通，主动学习、主动探索的重要性，尤
其要注意全体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教学的主体是学生，而不
是教师，在讲解课文的时候，应该注重语言的欣赏和赏析。

三、语文课程的本质属性，语文课程应该是致力于培养学生
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颜，女里是他
们养成良好的写字习惯。

四、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让学生能主动
进行探究式学习，激发想象力和创造潜能，在实践中学习运
用语文。



五、此次集中研修，我的电子白板课件制作水平也得到了提
高。

这一次培训结束了，但思考没有结束，行动更是没有结束。
我们将带着收获、带着感悟、带着信念、带着满腔热情，在
自己的教学岗位上锐意创新，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乡村名师工作室活动心得篇二

20xx年5月18日下午三点，凉州区青年巷小学四楼录播室，翟
相永名师工作室的研讨活动井然有序。

来自七中的工作室名师刘福桥老师首先为大家讲解《隶书的
历史与隶书技法》。开讲之初刘老师先让大家欣赏了一本七
中学生的优秀书法作品集和他本人的一本作品集，让我羡慕
不已。学生作品集让我看到了后生可畏，看到了许许多多的
书法新星跃然眼前；教师作品集让我看到了刘老师独居特色
的漂亮作品。我不禁感叹：工作室中真是藏龙卧虎，水深似
海，而自己则孤陋寡闻，才疏学浅，急需努力学习！

刘老师的的讲座自然大方，示范清晰明了。他先从隶书的渊
源讲起，再讲到在演变过程中的传承创新与变化，然后结合
历代名帖具体讲解了隶书的技法特点与多样的风格。特别是
清代大家风格多样的隶书作品的赏析让人更是耳目一新。

如清代隶书四大家之一的金农隶书风格沉稳紧致，奇拙憨直，
他的“漆书”让人十分惊讶，不愧是是扬州八怪之一；邓石
如的隶书则结构紧密，貌丰骨劲，大气磅礴，被称作“四体
皆精，国朝第一”的隶书大家；伊秉绶的隶书气象伟岸，古
拙灵秀；而我们熟悉的郑板桥的“六分半书”则如“乱石铺
街，浪里插蒿”……当这些名家作品的风格特点与作品放在
一起时，在刘老师的讲解下我这个学员才进一步了解了隶书
书法之奥妙，隶书书法之魅力。而这些名家临帖与收藏搜集
名帖时所表现出的痴迷让人更是惊讶！



让人感到轻松愉快的还有翟老师对隶书名帖或创作特点的精
彩补充解读。翟老师说：《曹全碑》像一位活泼又烈性的女
子，秀丽中透着风骨，犹如风中蒜薹，看似摇曳多姿，实则
遒劲有力，临帖不当就会误入歧途，或者变得活泼不足矫情
有余，或者变得循规蹈矩呆若木偶。而隶书三名帖则犹如三
兄弟，老大沉稳憨厚，老二灵活狡猾……在场老师学员无不
为翟老师朴实又深刻的点拨报以嫣然一笑。翟老师还说：无
论是隶书还是行书创作忌讳字如蒜子，死板雷同，要彰显每
个字的个性就要认真观察，研读名帖，反复临贴，让每个字
都富有个性，或者与临字结伴，二三一组，三五一群，或鹤
立鸡群，孤傲独立，或浓墨重彩，或云淡风轻，既要体现书
法的法度之美，又要展显书法的和谐之美。

还有王翔宇老师对学员作品的点评也让人获益匪浅。如他说：
生宣纸晕染效果好，写章草更能体现特点；而临章草或《曹
全碑》时也切忌个别笔画的纤弱无骨等等。

总之，每次学习都收获多多，对我临帖习字的帮助也非常之
大，醍醐灌顶，如沐春风。

乡村名师工作室活动心得篇三

这位老师讲授的《春》这篇文章，给我的感受颇多，主要是
觉得她用了多种形式让学生感悟“春”，比如播放音乐《春
天在哪里》、阅读比较、春的滴答版、春风之童年版等方式，
这些都可以让学生体会春天不一样的美。还有她在讲“春风
图”时，引导学生方面做得很好，特别是“抚摸”这个词，
很轻松的就能让学生知道春风的特点。只是整个过程感觉重
点不在于对文本的挖掘，而是课外的延伸。所以学生对文中
春天的美感受不是很深。

乡村名师工作室活动心得篇四

2020年8月12日―8月21日，20**年郑州市中小学幼儿园名师



工作室研修班在华中师范大学进行了为期9天的培训。在此次
培训中。我们先后聆听了华中师范大学雷实教授、湖北教育
科学研究院张祖春老师、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郑晓边教授、
武汉市吴家山第三中学徐静副校长、武汉市新洲区教学研究
室的朱幼菊副主任、湖北大学教育学院叶显发教授、武汉市
武昌教师进修学校的肖作钧、湖北省武汉市?口区崇仁路小学
的余国卿副校长、华中师范大学梁志群博士等专家的报告，
他们分别从教育理念、课堂教学、现代技术和工作室建设等
多个维度进行了阐述和分析。这次培训给我最大的震撼和冲
击就是需要将名师工作室慢下来，智慧地引领名师工作室的
发展，在不断的思考、完善中使名师工作室充分发挥辐射、
引领作用。现将自己的点滴收获整理如下：

乡村名师工作室活动心得篇五

（一）名师工作室要有一种追求。

作为名师工作室，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追求。我们学名师工作
室围绕"智慧教育"做为工作室研究的切入点，名师工作室的
愿景与追求是成长有力量，教学有智慧，教师有特色，好课
有品质。以"信心、智慧、机遇、读书、写作、研究"为名师
工作室教师专业成长的源泉。第二届名师工作室我们将采用
双轮驱动（即名师工作室"简单教智慧学"教学主张和专题研
究并进），专题研究（以小学数学领域的"概念教学""计算教
学""解决问题教学"等专题进行深入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要
有精品意识，打造精品课例，总结、提升这个专题的课堂教
学实施策略），行为改进的方式的进行开展名师工作室研修
活动。倡导做智慧型教师，构建智慧课堂，培养智慧的学生，
享受智慧的教育。

真正通过这样的研讨、交流、实践、探索，不断深化名师工
作室的追求。

（二）名师工作室的活动开展要立足做好本职工作。



作为名师工作室的研修活动，无论是工作室支持人还是我们
的研修学员，我们都应该立足自我的本职工作，在做好本职
工作的基础上发挥辐射作用。

一位教师，只有做好本职工作，才能更好的在工作室进行积
极活动。所以，作为名师工作室主持人，需要不断督促研修
学员出色地做好本职工作，积极发挥辐射作用。

（三）用人格魅力和学术魅力引领教师一起成长。

作为名师工作室主持人，我们需要用自身的人格魅力引领工
作室研修教师的发展。做学问，先做人，作为名师工作室主
持人，我们需要做出表率，真正通过自己的言行，规范、影
响名师工作室研修教师，真正在立德树人中彰显名师独特的
人格魅力。

作为名师工作室主持人，需要我们用学术魅力引领教师的发
展，真正营造民主、平等的对话氛围，在交流研讨中深化对
研讨主题的深入思考。

（四）深入开展课题引领下的课堂教学研究。

作为名师工作室，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在课堂教学重
实践。在课堂教学的系列研究中，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基于课
题研究的课堂教学，这样的研究基于课堂教学实践，这样的
实践立足研究主题。这样开展系列研讨活动，使教学研究实
践化，课堂教学研究化，这样进行课堂实践，聚焦主题，有
利于将活动推向纵身。

总之，作为名师工作室主持人，我们要去思考，我们要做些
什么？怎样才能有效引领工作室研修教师的专业发展？带着
这些问题，我们在不断思考、探索的过程中促进研修教师的
专业成长。



"教育是慢的艺术",作为名师工作室主持人，我们需要慢下来，
细细品味智慧的引领，在思考中不断完善自我，引领名师工
作室智慧地开展工作，在不断前行中收获专业发展的快乐和
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