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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学生人文素养，破除传统学术壁垒

构建多层级学校协作培养语文师资新模式

——“‘四纬度’协同培养语文师资的十年实践研究”

成果研究报告

王立宏 刘维成 董一菲 卢艳玲 李海霞 伊彩霞

【内容概要】本成果将高师院校对语文师资培养模式的教学改革成果与地方基础教育

相融合，推行“四纬度”协同培养语文师资的新模式。本研究报告从成果形成的背景、成

果研究方法与实践、成果研究成效与实践推广三个方面对本教学成果展开详细论述，总结

经验，为下一步研究夯实基础。

语文师资水平的提升是国家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一环，这直接关系到教育体

系中学生人格的养成，如何提升高师学生的人文素质从而培养高品质的语文师

资更是刻不容缓。本成果依托于黑龙江省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

“提升高师学生人文素养的文学课程模式的研究与实践”，以提升高师学生的

人文素养为基础，多校合作建构“四纬度”协同培养语文师资的新模式，推行

具有人文情怀的语文师资链。

一、成果形成的背景

高等师范院校的教学改革成果长期以来一直被束之高阁，高校的研究成果

无法真正服务于地方基础教育，形成了高等师范院校的教育教学研究与地方基

础教育严重脱节的现象。故而，一方面造成了高校学术资源的严重浪费，教学

改革研究缺乏实践研究基地，而另一方面地方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的理论支撑薄

弱，缺乏有效的理论指导。本成果的主持人王立宏多年从事高等师范院校的教

育教学工作，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如何提升高师学生的人文素质，打造相关的培

养模式，同时不断尝试以此为基础，让高校的教学改革成果与基础教育融合。

为扭转高等师范院校教育教学研究与地方基础教育断层的现状，课题组成

立了以牡丹江师范学院为主持单位，以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牡丹江

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以及牡丹江市第二高级中学为共同完成单位的教改研究实

践团队，充分发挥团队协作精神，高校与地方基础教育学校精诚合作，以培养

高品质的语文师资为目的，经过十年的教学改革实践研究，完成了本项成果，

主要解决了针对高师院校语文师资培养模式不完善、高师教育与基础教育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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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紧密以及教学改革辐射面与受众面偏窄等问题，建立了行之有效的多校协作

联合培养语文师资的新模式。

二、成果研究的方法与实践

通过融合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四校联合协作培养及以点带面的示范效应

等手段解决在提升高师学生人文素养与构建地区培养语文师资链新模式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

本课题组展开课堂实训、表演式教学、影视教学、读书报告会、文学沙

龙、文学社团等教学活动，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课堂内外共同作用培养学

生的人文情怀，进一步带动全体中文师范生的人文素养，从而完善高师院校语

文师资培养模式。一方面，创造让学生走上讲台的契机，使其成为课堂的主

体；另一方面，让训练学生的人文素养突破课堂的束缚，在课余生活时刻中陶

冶学生的人文情怀，推进学生更加全面深层地把握教学内容所承载的人文内

涵，借此建构和提升学生自我的人文素养。课题组成员定期组织学术研讨，总

结教学实践的经验，不断完善师资培养方案，举办教案设计大赛、说课大赛等

活动，共有 1149 名中文师范生积极参加并为以后的教育教学积攒经验，同时有

1691 名学生提供实训平台。

为弥合高等师范教育与基础语文教学的断层，本课题组以牡丹江师范学

院、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牡丹江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以及牡丹江市

第二高级中学四个不同性质的学校为培育基地，再将具有较高人文素养的语文

师资力量输送到各层级的基础教育，然后以本成果的理论带动基础教育中原有

的教学体系，从而在基础教学中培养具有人文情怀的一线语文教师，打破传统

的语文教学模式，实现全方位系统化的改革，将高师的教育与基础的教学紧密

结合，形成高等师范、高职高专、中等职业教育与基础教育四个纬度空间协同

培养的新型教学模式，将高师院校的研究成果输送到基层。

本课题组发挥本校作为牡丹江市唯一一所高等师范院校的优势，以点带

面，依托已有的基础教育教学培养模式和多年扎实的实践经验形成示范效应，

在各中学深层推进本成果，扩大中学范畴内的影响层级，进行全市中学语文师

资的人文情怀再升级；以面带体，让本成果的教学实践惠及小学教育，形成高

等师范院校、高级中学、义务教育的一体式语文师资培养新模式，实现教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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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带动牡丹江地区语文教学水平的全面提升，让学术成果

走出脱离现实的怪圈，做到学术研究现实、学术依靠现实、学术为了现实。

三、成果研究成效与推广

本成果进行了长期的实践积累，既培养出具有人文情怀的高师学生，也

提升了语文师资人文素养的整体水平，实现了语文师资培养模式的创新，并对

本成果不断推广应用，得到了高度的社会评价。

本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将实践体系拓展至高等师范、高职高专、中等职业教

育与基础教育四个教学实践纬度，通过四种不同性质学校的校校合作，突破以

往教学改革与应用相脱离的弊端，深层推进本成果的教学实践，及时对成果的

实施效果进行反馈与评价，充分发挥高校学术资源的优势，带动地方基础教育

中语文师资质量的提升，利用多校合作达成共赢，让高校的教育教学成果真正

服务于地方基础学校，充分发挥了高校理论资源以及示范效应的优势。成果应

用过程中，各学校主管部门的领导实际参与到本成果在其所在学校的教育教学

中，见证了其学校语文师资水平的增长，牡丹江市第四中学校长刘瑞民、牡丹

江市第十一中学教学校长黄海荣、第二高级中学教导处主任齐晓玲、黑龙江幼

儿高等专科学校教务处副处长吴薇、牡丹江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教导处魏君君

一致认为本成果具有较高的指导性、推广性和可操作性，学生的人文素养得到

了显著的提高，语文师资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升，该项课题为基础教育的教学

改革与实践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

基础教育在学术研究中往往承担实践者或被动接受者的责任，本成果主张

发挥其主导作用，增强一线语文师资人文素养，革新牡丹江市基础教育中的语

文教学模式，打造学术与现实的共同体。全国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院长、南开大学二

级教授王立新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者、高等教育委员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

会会长、博士生导师、上海交大特聘教授、东北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刘建军教

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博士生导师、天津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孟昭毅教

授，《人大复印资料》主编、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二级教授曾艳兵教授

密切关注本成果的研究动向与进展，认为本成果做到了学术和现实的融合，突

破了高等师范院校教育教学改革的传统，增加了改革的辐射面和受众面，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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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学术与现实之间的藩篱，让学术成果走进更多的基础教育学校，最大化发挥

成果的教学优势。

经过十年来的改革与实践，我校毕业的中文师范生，在工作中表现优异，

备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深受学生的喜爱。2010 届师范毕业生王中宇现已成为

上海建平中学一名优秀的语文教师，因为其优异的教学能力，于 2018 年被评为

该校的教学能手。2012 届师范毕业生赵明入职时同时考取大庆实验中学、厦门

第一中学、牡丹江第一中学等几所重点名校，最后选择了报效乡梓，现为牡丹

江市第一中学语文教师，教学水平得到了大家的广泛赞许。2012 届毕业生丛佳

在入职考试中击败了来自北师大、南开大学等名校的毕业生，现就职于天津市

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现已成为该校的语文骨干教师，并于 2017 年被评

为天津市教学新秀。现就职于天津市和平区万全小学的 2013 届毕业生张洋，已

成为该校的优秀的语文教师、班主任，多次受到市领导及区领导的表彰。2016

届毕业生吴冰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杭州丁惠实验小学，工作业绩突出，工作成效

已经得到了所在学校领导师生的一致认可。

本成果整合区域资源，发挥牡丹江师范学院作为本地区唯一一所师范类高

校的学术优势，实现校校合作，合力发展牡丹江的师范教育，共同培养优质的

语文师资，推进教学资源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但目前仍存在合作广度需

要进一步加强，合作深度需要进一步拓展，合作制度进一步完善等方面问题。

下一步将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发展和提高：一是大力加强跨校合作制度

建设，加强跨校教育整体资源共享，进一步实现跨校合作由“点、线、面”到

“体”的发展，开展全市范围的基础教育的语文师资培训；二是大力加强跨校

优质资源开发，加强各校之间的合作，构建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平台，合力实现

协同创新；三是大力加强跨校师资合作培训，结合高校特征及学科优势，充分

发挥高校对区域社会发展的文化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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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 独立）李海霞 核心



100



101



102

《语文教师口语表达能力培养》（《语文建设》 2016.8 独立）

李海霞 核心



103



104



105



106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策略分析》（《黑龙江高教研究》2009.11 第二）

李海霞 核心



107



108



109

《高师院校古代文学课教学的困境与改革》（《中国成人教育》

2008.8 独立）李海霞 核心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邻居的男孩》（《语文建设》2010.7-8 独立）董一菲 核心



116



117



118



119

《<哈姆莱特>教学实录》（《语文建设》 2009.9 独立）董一菲 核心



120



121



122



123

《外国文学中国影视化的跨文化叙事研究》（《电影文学》

2018.6 独立) 卢艳玲 核心



124



125



126



127

《当代审美文化语境下外国文学微电影叙事》（《电影文学》

2018.11 独立) 卢艳玲 核心



128



129



130



131



132

《“一体三翼”式高校文学课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实践》

（《大众文艺》 2014.5 独立) 卢艳玲



133



134



135

《诗意文学课堂的重寻与呼唤》（《文学教育》

2011 年第 2期（上） 独立）卢艳玲



136



137



138

《幼专院校“国学经典诵读”课教学初探》（《现代语文》

2012.8 独立） 伊彩霞



139



140



141



142

《高职语文教学的影视教学模式研究》（《文教资料》

2011.7 独立）伊彩霞



143



144



145



146

《中学语文阅读教学点滴思考》(《在线教育》

2012.10 第一) 李海霞



147



148



149

《小学语文教学中培养思维能力的研究与实践》（《语文学刊》

2014.2 独立）李海霞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论信息技术影响下的小学语文教师阅读能力提高》（《课外语文》

2017.7 独立）李海霞



156



157



158



159

《乡土人伦的破碎与坚守——评葛水平中篇小说<春风杨柳>》

（《克拉玛依学刊》2012.4 独立）伊彩霞



160



161



162



163



164

《新媒体语境下幼师生职业口语素养的培养》（《黑龙江教育》

2018.4 独立 ）伊彩霞



165



166



167



168

《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幼儿教师口语>课程探索》

（《现代语文》 2015.6 独立）伊彩霞



169



170



171



172

《打开语文教育的结，开辟课堂新天地》（《语言文字报》

2010.6.6 独立）董一菲



173

《名家给我们语文学习的启示之冯志》（《学子读写》

2010.8.2 独立）董一菲



174

《创新教育思维，提升育人质量》（《职业》2017.9 独立）刘维成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开展教学改革，提升学生核心素养》（《职业》

2018.10 独立）刘维成



183



184



185



186



187

国家级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2018.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持人 董一菲



188

黑龙江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2018.09.10

黑龙江省教育厅 主持人 董一菲



189

《浅谈主体教育视角下的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于 2012 年获得中国高

等教育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第十二次年会二等奖 独立 李海霞



190

《新时期小学语文教学策略研究》于 2017 年 7 月获黑龙江省高等教

育学会第二十二次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成果二等奖 独立 李海霞



191

黑龙江省高职高专师范类教师技能大赛三等奖

黑龙江省教育厅 2012 独立 伊彩霞



192

黑龙江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 《诗经鹿鸣》 三等奖

黑龙江省教育厅 2018 第三 伊彩霞



193

黑龙江省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高职组）三等奖

黑龙江省教育厅 2014 独立 伊彩霞



194

全国首届高中专学前教师教育优秀教育案例比赛特等奖

中国学前教育委员会 2014 独立 伊彩霞



195

黑龙江省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先进个人 2010.9

黑龙江省教育厅 独立 刘维成



196

全国优秀教师 2014.9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独立 刘维成



197

全国中小学优秀班主任 2014.9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独立 刘维成



198

《董一菲讲语文》评委黑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一等奖 2009.7.13

黑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独立 董一菲



199

《校本教研：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必要途径》评为二等优秀科研成果

2010.1.27 黑龙江省教育学会 独立 董一菲



200

《史料、概念与细节：外国文学研究与教学创新》（《外国文学研究》

2019.8 第二）张海新



201



202



203



204



205

《<玛特廖娜的家>中主人公的人格的书写》（《名作欣赏》

2018.10 独立）李月欣



206



207



208



209

《<极花>叙事策略的分析》（《文学教育》 2018.6 独立）张海新



210



211



212



213

《论<王，后，杰克>人物形象的伦理身份》（《大众文艺》

2018.6 独立）张海新



214



215



216

《电视剧<和平饭店>叙事策略的解读》（《青年文学家》

2018.8 独立张海新



217



218



219



220

《小人物的闹剧——空间批评视域下哈金的<池塘>》（《兰州教育学院

学报》 2019.6 第二）张海新



221



222



223



224



225

《伦理学视域下西方道德与情感的历史演变》（《社会科学》

2018.12 独立）徐晓旭



226



227



228

《陌生化理论解读<黄色墙纸>》（《民间故事》 2018.10 独立）王丽



229



230



231

《拉康镜像理论视域下解读<冷血>》（《青年文学家》 2018.8 独立）

王丽



232



233



234



235

《论<飞天巨桃历险记>的电影改编策略》（《视听》

2019.8 第二）刘佳铭



236



237



238



239

《佩列文<百事一代>之解构与承继性研究》（《社会科学》

2019.1 独立）孙冠华



240



241



242



243

《萧红和迟子建小说创作的异同性比较研究》（《戏剧之家》

2019.7 独立） 孙冠华



244



245



246



247

牡丹江市职业中心学校教学实践活动

（1）语言社团



248

（2）市教学新秀评选



249

（3）青年教师展示课



250

（4）市中职特色示范课



251

（5）语文“以学定教”研讨会



252

（6）教师教学设计说课展示



253

（7）新入职教师说课及答辩



254

（8）市中职教师信息化教学说课大赛



255

（9）市级中职特色课堂示范课



256

学生文学解读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学生文学创作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学生课堂实训



2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