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教学相长的论文
(模板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
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教学相长共同进步篇一

摘要：教师要不断学习，深入研究，提升自身素质，才能领
会新课标的精髓，承担实施新课程的重任。课改能否成功，
新的教育理念能否得到贯彻，其关键在于教师。但语文教学
不仅对教师的“教”提出了新的要求，更应该注重对学生
的“学”的拓展和延伸。

关键词：中学语文教法创新学法指导

作为一名中学语文教师，我们必须认识到教育事业所面临的
挑战，与时俱进，跟上基础教育改革的步伐。我时刻关注课
改动向，认真领会揣摩新课标理念，觉得新课标确实体现了
素质教育的要求，其基本理念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和前瞻性，
给语文教师留下了较为广阔的空间，有利于教师视野的拓宽、
观念的转变以及教育教学行为的改变。下面谈谈我对中学语
文教学的一点感受：

一、正确指引学生全面认识自我

社会和家长予以老师“正义的化身、道德的现实”的要求，
老师也这样塑造自我，成了学生心中的“高大全”。然而老
师走下神坛，学生才可能走上圣坛。苏格拉底秃顶，酒糟鼻
子，从不干活，学生请他光临餐馆时，他就大吃一顿。然而
这帮年轻人并没有因此而厌弃他，反而聚拢在他周围，他成



了深受优秀青年爱戴的良师益友！今天我们的学生随着时代
的信息灵通，认辩能力有着天然的敏锐。老师的率真更能吸
引他们走近，促使他们既敬爱老师的神圣，也能宽容老师的
不足，从而避免了外在现实与内在心灵的差异而导致的心理
不适。

二、严爱相济，明确方向

1.批评教育的艺术

如果说关心、鼓励、赞赏是激励教育，是柔性教育，那么批
评惩罚则是硬性教育。柔性教育与硬性教育应相辅相成、刚
柔相济、相得益彰。适当的'批评惩罚能使学生增强责任感，
磨炼学生坚强的意志，铸就学生完善的人格。如学习朱自清的
《背影》时，我让一男生谈谈对主题的理解。他表现出漠然
的态度，认为作者写的都是家常琐事，没什么意思。

我愕然，适时批评了他的学习态度，并罚他回家多做家务，
洗碗、扫地全包，并观察感受父母的态度，再记下全过程。
后来，终于从他的周记中发现了他的反悔，他终于懂得了那
是一种爱。我亦为之高兴。

新语文课标强调注重语文素养的整体提高，要求注意评价的
整体性。这就相应要求评价形式的多种多样。师者可帮学生
建立“成长档案袋”，督促学生学会自评，自评的形式不拘，
可自己列表显示，也可用日记记录等。评价的内容包括学习
语文过程中的表现及学习成果等，并写出自我反思和小结。
要鼓励学生收集、整理同学的评价、教师的评价和家长的反
映。让他们体会自评和被评的乐趣，体会评价形式的独创美。
笔者曾经设计了两种教学评价卡：一种是奖励卡，写上激励
的话，用淡绿纸打印，奖励给在语文学习中表现优良的同学；
一种是批评卡，写上告诫的言语，用浅黄纸打印，发给那些
犯错的学生，并让父母签字反馈。让学生收集、整理，期末
综评时看谁得到的绿卡多，而且由得黄卡转为得绿卡的应给



予上进奖表扬。这一评价形式赢得了家长和社会的好评。

三、打造专业水平尖端的师资队伍

1.提高教师的科研能力

初中语文教学需要研究型教师，新课程改革在给教师留下很
大空间的同时，也对教师提出了新挑战和新课题，必须将教
科研工作作为学科教研工作的重点，培养教师施展自己的教
学智慧，借助于教学反思，不断探讨与解决教学目的、教学
过程和自身方法、态度、情境等问题，不断提升教学实践的
合理性，通过札记、案例分析、档案评鉴、行动研究等方式
提高教师的研究能力，这将直接影响教研工作的质效和教学
质量。提高科研能力分为三个层面：一是以学科中心组人员
组成的研究小组；二是以基层教研组为主的研究小组；三是
以骨干班学员为主的研究小组。要求绝大多数的老师每学年
初，选择好课题，制定好研究计划，定时完成各阶段的研究
任务。同时可通过组织骨干班学员和青年教师及教研组长学
习教科研理论和撰写论文等形式，提高学科教师的科研水平，
更有效地促进语文综合性学习的开展。

2.教师要提高语言艺术

语文教学是一门语言的艺术，要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打动学生，
就需要教师的语言富有情感，使学生在你充满感情的语言世
界中接受知识、培养能力、陶冶情操。在实际教学中，一些
教师不注意提高自己的口头表达水平，词汇贫乏，使学生埋
怨语文课是“老瓶装旧酒”。所以，教师在备课的过程中要
依据课文体裁、内容等特点注意对教学语言的选择，尽量用
生动、新颖、优美、恰当的词汇组合，减少拖泥带水和重复
现象，力求新鲜、丰富、生动、洗练，努力实现从教师
的“不厌其烦”到学生的“百听不厌”的转变。

总之，在课程改革的过程中，作为初中语文教师，不断提高



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到教学当中，大大提高
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积极性。要及时地总结改革中取得的
成绩及出现的问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
措施，以便能使优点发扬光大，进而能更好地促进语文学科
的发展，更好地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这样既培养了学生自
主学习、探究学习的能力，又使课堂变得更加轻松愉快。

教学相长共同进步篇二

李白

楚山秦山皆白云，白云处处长随君。

长随君，君入楚山里，云亦随君渡湘水。

湘水上，女萝衣，白云堪卧君早归。

【阅读训练】

1、首句交代刘十六由秦地归隐楚地。为什么不直接说秦地楚
地，而说“楚山秦山”?

2、为什么让归隐者披上“女萝衣”?

3、诗末说“白云堪卧”，用“堪”字用意是什么?

4、“白云”、“长随君”、“湘水”各出现两次，这种修辞
手法叫什么?

5、说说“白云”这一意象在全诗中的作用。

【参考答案】

1、不仅与诗题相应，而且自然地引出白云(古人认为云触山



石而生)。

2、以屈原喻隐者。屈原《九歌·山鬼》云：“若有人兮山之
阿，被薛荔兮带女萝。”“女萝衣”即代指山鬼。这里用这
一典故，暗示湘水对洁身修德的人将以感情相待。

3、归隐是对的，而黑暗的现实是不可久居的。

4、顶真(顶针)

5、全诗以白云始，以白云终，中间也时有白云缭绕。白云飘
逸脱俗，自由舒展，是隐者的象征。在诗中，白云就是隐者，
隐者就是白云，白云和隐者之间合而为一。诗歌通过白云这
一意象，一方面称赞隐者刘十六的高洁品格，另一方面也表
现诗人对隐逸的向往。

教学相长共同进步篇三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行道迟迟，载渴载饥。

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1)、《采薇》选自诗经，诗经分
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三部分。(3分)

(2)、“依依”有什么表达作用?(3分)

答案

(1)、风、雅、颂



(2)、“依依”形容柳丝轻柔的样子(1分)，既写出柳枝随风
摇曳之状，又表现出戍卒对家乡的眷恋之情。(2分)

教学相长共同进步篇四

题记：

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
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

――引自《礼记・学记》

在前面两篇文章的基础上，我们继续探讨关于写作的一些基
本问题。多年的教育教学实践，让我深刻地意识到，一个好
的教育工作者，必须首先是最好的学生，他或她，能首先率
先垂范地步入学习中，并投入全部的精诚与热力，这样，也
只有这样，他或她才能先于孩子们，发现问题，并在与孩子
们互动的过程中，做到正确地探究问题并行之有效地解决问
题。

而教育教学的过程，说得更宏观一点是成长――大教育；说
得更微观一点，还是成长――这便是自我教育、自我完善。
而贯穿其始终的则是学习，顽强的、锲而不舍的学习。

因为在教育的过程中，教与学的双方，都在力求向上，亦即
在探求真知的过程中，力求趋向真善美，使得心灵得到长足
的发展，从而见证成长的魅力，而这份成长，既是心灵的，
又是智能的，更是道德的。

那么，怎样才能真正的达成一份圆融与契合呢？那就是与孩
子们一起学习，真正急孩子们所急，想孩子们所想。尊重孩
子的一切情感，哪怕是暂时的懵懂、暂时的愚钝与无知，相
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道理。而真正的理想、道德、意志、
智慧的花朵，无不是在爱心的育化与催生下完成的。写作也



概莫能外。

让我们永远铭记，孩子的心灵永远是最好的土地，师者的.神
圣就在于让最看似无望的废墟，建筑起崇高的精神大厦。而
当一座无法预言、无法想象的人文建筑拔地而起的时候，我
们便会豁然发现，我们的精神也在其中熠熠生辉、光彩夺目！

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
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
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

即使有美味的食物，（如果）不去吃，（就）不会知道它的
味道鲜美;即使有极好的道理，如果不去学习，就不会知道它
的好处。因此，通过学习之后才能知道自己不足的地方，通
过教人之后才知道自己困惑不解的地方。知道自己有不足的
地方，然后才能反过来要求自己；知道（自己）困惑不解的
地方，然后才能够自强。所以说：教和学是互相促进，共同
提高的。

一个好的教师，就是要充分挖掘自身的潜质，和孩子们一起
互动，一面指导学生，一面研究学问，一面改造自己，在育
化孩子的过程中，达到自我提高、自我完善。如果老师不思
进取，固步自封，学生也就难有进步了。

记得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有一段关于教师的论述，大
意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教师，被学生鄙夷，是天下第一尴尬
事。而一个不长进的人是不配教人，不能教人，也不乐于教
人的。

孩子有许多新生的梦想，有许多充满智慧的火花，“后生可
畏”不是一句客气话，而是一位教师受了大众的蓬蓬勃勃的
长进的压迫之后，对于自己及一切教师所提出的警告。对于
我们只有不断的追求真理才能避免陷入这样的恐怖。



而一个成功的教师，一定是不断探索新知，不断勇于向前，
他或她力求走在时代的前头，走在学生的前头，高擎着真理
的火炬，用心灵的光芒照耀着学生前行的道路，因为他或她
深知，一旦停顿下来，孩子们便陷入黑暗与混沌之中，就连
自己也会迷失在旷野……而师道之可敬可畏正在于此。

孔子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惟其
学而不厌，才能诲人不倦；惟其诲人不倦，才能感受到时光
的压迫，感受到真理的压迫并因探索而为之豁然开朗。

而写作的使命，便是为生命立言，为时代呐喊，为正义鼓与
呼！为真理树碑立传！！！

教学相长共同进步篇五

题记：

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
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

――引自《礼记・学记》

在前面两篇文章的基础上，我们继续探讨关于写作的一些基
本问题。多年的教育教学实践，让我深刻地意识到，一个好
的教育工作者，必须首先是最好的学生，他或她，能首先率
先垂范地步入学习中，并投入全部的精诚与热力，这样，也
只有这样，他或她才能先于孩子们，发现问题，并在与孩子
们互动的过程中，做到正确地探究问题并行之有效地解决问
题。

而教育教学的过程，说得更宏观一点是成长――大教育；说
得更微观一点，还是成长――这便是自我教育、自我完善。
而贯穿其始终的则是学习，顽强的、锲而不舍的学习。



因为在教育的过程中，教与学的双方，都在力求向上，亦即
在探求真知的过程中，力求趋向真善美，使得心灵得到长足
的发展，从而见证成长的魅力，而这份成长，既是心灵的，
又是智能的，更是道德的。

那么，怎样才能真正的达成一份圆融与契合呢？那就是与孩
子们一起学习，真正急孩子们所急，想孩子们所想。尊重孩
子的一切情感，哪怕是暂时的懵懂、暂时的愚钝与无知，相
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道理。而真正的理想、道德、意志、
智慧的花朵，无不是在爱心的育化与催生下完成的。写作也
概莫能外。

让我们永远铭记，孩子的心灵永远是最好的土地，师者的.神
圣就在于让最看似无望的废墟，建筑起崇高的精神大厦。而
当一座无法预言、无法想象的人文建筑拔地而起的时候，我
们便会豁然发现，我们的精神也在其中熠熠生辉、光彩夺目！

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
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
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

即使有美味的食物，（如果）不去吃，（就）不会知道它的
味道鲜美;即使有极好的道理，如果不去学习，就不会知道它
的好处。因此，通过学习之后才能知道自己不足的地方，通
过教人之后才知道自己困惑不解的地方。知道自己有不足的
地方，然后才能反过来要求自己；知道（自己）困惑不解的
地方，然后才能够自强。所以说：教和学是互相促进，共同
提高的。

一个好的教师，就是要充分挖掘自身的潜质，和孩子们一起
互动，一面指导学生，一面研究学问，一面改造自己，在育
化孩子的过程中，达到自我提高、自我完善。如果老师不思
进取，固步自封，学生也就难有进步了。



记得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有一段关于教师的论述，大
意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教师，被学生鄙夷，是天下第一尴尬
事。而一个不长进的人是不配教人，不能教人，也不乐于教
人的。

孩子有许多新生的梦想，有许多充满智慧的火花，“后生可
畏”不是一句客气话，而是一位教师受了大众的蓬蓬勃勃的
长进的压迫之后，对于自己及一切教师所提出的警告。对于
我们只有不断的追求真理才能避免陷入这样的恐怖。

而一个成功的教师，一定是不断探索新知，不断勇于向前，
他或她力求走在时代的前头，走在学生的前头，高擎着真理
的火炬，用心灵的光芒照耀着学生前行的道路，因为他或她
深知，一旦停顿下来，孩子们便陷入黑暗与混沌之中，就连
自己也会迷失在旷野……而师道之可敬可畏正在于此。

孔子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惟其
学而不厌，才能诲人不倦；惟其诲人不倦，才能感受到时光
的压迫，感受到真理的压迫并因探索而为之豁然开朗。

而写作的使命，便是为生命立言，为时代呐喊，为正义鼓与
呼！为真理树碑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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