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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介绍

明德云学堂 教师专业成长智库

明德云以科技赋能教育，是教育数字化内容和平台提供商。

明德云学堂是明德云旗下专注教师专业发展的在线教育智库，聚焦前沿教育

理念，秉承“助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品牌使命，通过系统的培训体系、高端的

培训内容、精细的培训服务与在线学习平台有机结合，推出“个性选课，集中学

习；线上内容，线下服务”的特色师训学堂，以面向未来的培训理念和方式，致

力于打造优质前沿的线上教师培训平台与教师终身学习平台。

· 课程架构

双线发展：“专业精深”与“格局视野”双线学习路径，培养复合型教师人才

分层分类： 构建分层分类系统化培养体系，加强专业纵深，助力全员持续成长

提高站位
拓宽思维

格
局
视
野

立足本岗
专业精深

学校发展

中层管理

班级建设

学科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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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内容

明德云学堂抛弃浮躁的碎片式培训和短期式培训，坚持系统性、持续性的课

程编排，以“线上直播，名家引领，分层学习，集中研讨”的教学模式，面向各

会员校校长、管理干部、班主任及科任教师开设精品课程。

明德云学堂 2023-2024年度直播课分为名家引领、名师示范和名校云访三

大模块。其中，“名家引领”通识类课程共 88节（包含明德云学堂 2022-2023

年度课程 50节、明德云学堂 2023-2024年度直播课 38节）；“名师示范”

即专业类课程，共 37节（包含小学示范课 15节、初中 13节、高中 9节）。

名家

引领

提升格局开阔视野

名师

示范

小学

9科

最新示范课

管理干部能力提升 评课解读

班主任队伍建设 专题讲座

教学教研能力提升

初中

13科

学科教学实践

青年教师培训 单元教学

心理教育专题 作业设计

教师职称评定

高中

9科

复习策略

家长教育 科学备考

学生教育 高考志愿填报

名校

云访

校园文化线上参观 明德云将分别选择一所小学、中学及大学开

展名校云访，带领学员在线深入全国知名学

校参访学习，汲取名校经验、借鉴名校模式、

形成名校视野。

中小学办学特色

中小学线上听课、教研

大学专业介绍及学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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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介绍

 深圳市龙岗区教师发展中心教师培训课程开发中心负责人；

 深圳市龙岗区名师梯队成长项目负责人；

 深圳市龙岗区名师工作室发展中心负责人；

 国培示范项目设计首席专家；

 核心成果《教师专业发展与管理评价系统》获中国国家版权局认证。

雷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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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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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大纲

一、什么是技术

（一）教师为什么要掌握技术？

（二）技术的含义

1. 方法

2. 流程

3. 工具

4. 标准

二、技术的萃取

（一）萃取名师关键技术

1. 图形化技术

2. 动作表征技术

3. 语言吸引技术

（二）改进校本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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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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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品讲稿

雷斌：校本研修课程开发——教育教学关键技术萃取

亲爱的老师们，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和大家相聚在云端。今天和大家聊一个

有趣又好玩的话题，就是教育教学关键技术的萃取。

前几天，有老师跟我交流时提到，学校每个学期都举行一些校本的研修活动，

但是老师们对于校本研修非常不感兴趣，很多时候只是把它当成一个任务去参加。

他就问我，这种现象到底是怎样产生的？我们可以怎样来进行解决呢？今天，我

们就先从这个话题来进行入手。

为什么很多学校举办的校本研修课程不受老师们的欢迎？原因在哪里？

比如现在到了教研活动时间，老师们就拿着备课本，有的老师还抱着作业，

来到听课的教室。讲课老师讲得很好，但是有些老师一边听课，一边在台下改作

业，有的甚至还在聊天。一转眼这节课听完了，到了课后总结环节，恰好点到了

一位没怎么听课的老师。他虽然没听讲课内容，但是会讲套话，张口就回答：“我

觉得授课老师讲得很好，反映了课堂授课重点的转变，在新课标颁布之后，在课

堂之上要注重对学生的核心素养、关键能力和必备品格的培养。今天的这节课充

分地体现了在课堂教学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老师的主导性……”

你会发现，这些套路话是可以作为所谓正确答案，来回答许多理论上的问题，

但对于实际教学工作并没有很大帮助。特别是对于年轻老师，这些正确的废话反

而会变成一种负累。在很多教研活动、校本研修的场景中，这样正确的废话依然

不绝于耳。

当老师是来听正确的废话的时候，你觉得大家还会喜欢校本研修吗？要想解

决这个问题，我们得从技术入手。每一位老师都需要掌握教育教学中许多的关键

技术。那么技术所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先从一个有意思的调查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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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现在我们面前有四位老师，分别是20岁、30岁、40岁和 50岁，

这 4位老师没有男女之分，其他信息一概不知。假如你是一位刚要入学孩子的

家长，你更希望哪位老师来给自己的孩子上课呢？假如给四位老师的优先级进行

排序又会怎样安排呢？

我想，从家长的角度来看，大部分人会首先选择 30 岁的老师，其次就是

20岁或者 40岁的老师，留在最后的那位就是 50岁的老师。我也是 50多岁，

为什么会把 50岁的老师放到了最后，原因在哪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先联想一

下另一个职业，那就是医生，大家选择医生的时候往往会信任年纪稍长、经验丰

富的医生，但大家对老师的选择会存在职业上的差异。医生所从事的行业风险是

显性的，许多大医院的医生们上班以后不是直接去看病，而是会由主任带队一起

查房，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了解和积累各种各样的病例情况，以及它所对应的诊

断报告、用药情况，带队医生也会向较年轻的医生传授经验之谈。因此医生每天

都会面临着很多的病情案例的分析诊断，不出意外的话，在一个医生的从医生涯

中，诊疗技术会随着经验积累不断地提升。

而我们作为老师，职业能力发展成长周期是有所不同的，老师成长最快的阶

段是在他刚入职的 3—5年的时间，关键窗口期也就是这 3—5年。度过这段时

期，再往后在 10年左右的一个时间，随着一位老师对基本备课方法、讲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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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批改作业、考试分析等教学能力的掌握，也就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教学模式和

教学风格。到了 30多岁的时候，在教学能力方面，几乎是到达了自己的一个职

业顶峰。可是再往后，因为很多老师没有机会，也没有想法去提升自己，继续去

学习和掌握教学的关键技术，教学水平就会出现持平甚至下滑的情况。因此我们

看到很多老师，他教学的思想方式、理念依然停留在 5年前、10年前，甚至 20

年前。那么他这种情况又如何来适应当下的学生呢？

因此当老师没有掌握教学的关键技术时，再想往上突破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过去我们对技术的理解和认识是不够的，比如我们只谈教学或者班级管理，都不

谈教学技术。我们谈的是什么？我们谈的是教学的艺术、语文教学的艺术，班级

管理的艺术等等。艺术这个东西很难复制，但技术是可以被我们从最佳的实践当

中萃取出来并加以利用学习的，而这个环节过去是被我们所忽视掉的。

校本研修，教研活动是老师成长的关键节点，这个阶段如果没有获得一些很

好的教学技术的萃取和吸收，就无法帮助老师们在教学技术方面得到有效的突破，

也就无法适应当下的学生了。在这种情况下，老师教学的获得感、成就感和意义

感，会整体地慢慢降低，到最后很多老师就会慢慢“躺平”，进入到我们所说的

职业倦怠期、高原期，还有职业的瓶颈期。

当然，这并不是在否定老教师的教学水平。许多卓越型的老教师，教学成绩

非常突出，班级管理等各个方面也都非常地优秀。那么这些老师是怎么突破瓶颈

的呢？正是因为他们从教师成长的整个阶段都一直不断地在萃取吸收一些教学

的关键技术。

这个时候我们就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了，什么是技术？所谓技术是方法、流程、

工具和标准。关于技术，我们有一句话叫“萃取最佳实践”。所谓最佳实践就是

指在相同条件下，大家面对相同的任务，完成效果最佳的执行者，他的做法就是

最佳实践。一个优秀的老师有经验，可是经验是隐性的，又叫默会知识，看不见

也摸不着，难以复制和学习。而我们刚才所说的方法、流程、工具和标准，也就

是技术，是显性的，又叫明言知识，是可以复制的、学习的。因此，我们需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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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的经验转化为显性的技术。

那么技术从哪里进行萃取呢？其实是从我们的课堂之上，教学之中，从班级

的管理实践等各方面来进行萃取，这些萃取的过程恰恰就是校本研修、校本培训、

教研活动在做的事情。

我们从一个案例来体验一下技术的萃取。一般来说，我们会从优秀的老师身

上提炼出一些关键话语，关键动作、关键的流程和关键的工具，这些往往就是教

育教学的关键技术。

有一位上海的名师叫卢雷，是一位特级教师。如果观看过卢老师的教学视频，

我们就可以尝试从他的教学当中萃取出教育教学的关键技术。

第一个是图形化技术。卢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会边讲边画，把课本当中的许

多文本信息转化为图形信息。把文本信息转化为图形信息之后，学生就很容易理

解记忆。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情况？其实我人类记忆文字的能力相比于记忆图形

的能力会弱很多。文字是我们人类抽象出来的图形符号，主要归左脑管理，而图

形记忆是由我们的右脑负责记忆，我们记图形的能力要远大于我们记忆文本信息

的能力。因此，我们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完全可以尝试把文本信息转化成图形信

息来让学生进行学习。



12

我们来看一个很有意思的应用案例。以前我遇到过一个五年级的小孩子，老

师给他布置一个作业，把课文单元后面的“日积月累”，也就是 15个成语背会

并默写出来。其他作业他很快就完成了，只剩这个作业把他卡住了，背了 20多

分钟还是磕磕巴巴，默写的时候总是丢三落四。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其实这就

是我们所说的死记硬背，这只是一种短时记忆，很难转化为长时记忆。这个时候

我见他这个样子，我就告诉他，你不要这样背，你去拿着你的书、草稿纸还有笔，

背的时候见到一个成语就把它画出来，画成什么样都行。他就照做了，自己背了

8分钟之后，果然背会了，全都能默写出来。

可能大人看不懂这个小孩子在画什么，但关键是这个小孩子自己能够理解其

中图形的含义，他所做的就是将成语从文本信息转化成了图形信息。我当时指着

其中一个图形问他，这个人在推土豆吗？他说那个是叫“愚公移山”。我说那旁

边那个举着武器的小人是什么意思，他告诉我是叫冲锋陷阵。然后在中间靠下的

部位，他画了很长一条线，上面又写了两个字叫“漫 P”。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小孩子很爱看的一本漫画杂志就叫做《漫画派对》，简称就是“漫 P”，

每隔两周他都会自己走十五分钟去报刊亭买这本杂志看，这个图形就代表着他跑

去买杂志的漫长路程，所以是千里迢迢的意思。你看，孩子心目中的千里迢迢和

我们心目中的千里迢迢好像不是一回事儿。

为什么通过用画图的方式来给学生上课，或者说用画图的方式来记忆知识点，

就会变得非常地快捷？首先，在课堂教学中，比知识更重要的是知识间的联系。

很多老师都是知识的搬运工，单纯地对着 PPT来讲孤立的知识点，传递给学生

的都是一些知识的碎片，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的深度是远远不够的。

老师在课堂上最重要的事情应该是帮助学生来构建知识间的联系，就像我们

的双手如果只是合掌，很容易就可以被别人拉开，但如果双手十指紧扣，那么就

很难用手去拉开。当老师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教给他再多的知识点，如果互相没

有联系的话，就都是知识碎片，时间一久都会在脑海里游离开，然后被渐渐遗忘。

如何让这些知识点被固化下来，成为我们的常识记忆呢？这时候就需要像双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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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样，在课堂上帮助学生来构建知识间的联系。在课堂教学中比知识更重要的

是知识间的联系。

那这和我们所说的图形化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因为我们通过画图来理解和

掌握一系列的知识的过程，就是这些知识和图形之间建立起联系的过程。图形容

易被理解和记忆，那与图形建立起联系的知识自然也更容易被我们理解和记忆，

它形成了我们的大脑里边的知识体系、知识框架，形成了知识间的联系。

我们在课堂上觉得特别好的一些教学的方法，其实都是跟建立知识间的联系

是有关联的。比如说去年新课标颁布之后，特别流行的是大单元整体教学。大单

元整体教学其实就是在更大的一个范围内帮助学生构建知识间的联系。为什么很

多优秀的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并不局限于课本，能够把课本外的很多的拓展知识

和内容整合进来，因为课本永远只是一个载体，而更重要的是能够把许多相关联

的知识融合进来，形成一个知识框架。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口诀，叫段不如句，句不如词，词不如字，

字不如表，表不如图。如何能够进行图形化？跟大家也介绍一个方法，这个方法

就是知识结构化、结构图形化、图形色彩化。把知识变成图形会应用在我们日常

教学的哪些场景之中？比如我们的老师在备课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

我们需要把你这节课所讲的一些知识点通过图形化的板书来进行呈现，让学生更

容易学习，更容易理解，更容易掌握。当我们把文本信息转化成图形信息的时候，

实际上是对知识进行了精加工。精加工就好比是什么呢？我们经常会有这样一个

比喻，把一碗生的大米和一碗香喷喷的、熟的米饭端给学生，他们会更愿意吃哪

一个？大家都肯定想吃熟饭，不吃这碗生的大米。没有经过精加工的知识就像这

碗生的大米，是一个老师直接进行知识搬运的产物。而我们对知识进行精加工之

后，就得到了这碗香喷喷的大米，吃起来好吃，又容易消化。对于我们教学过程

来说，经过知识精加工以后的知识点，学生更乐于接受，更容易理解和学习。

第二个是动作表征技术。所谓动作表征，是指老师在课堂教学中，把遇到的

知识的重点或难点，通过自己的肢体语言和行为动作进行表达。人记图形的能力



14

很强，其实人记动作的能力更强。

我们小学数学老师曾经教过我一个知识点，也就是认识月份的大小，用握拳

法来认识月份的长短，一月大，二月小，三月大，四月小，五月大，六月小、七

月大、八月大……这个知识点，我 10年、20年甚至 30年没有复习，照样脱口

就来。还有像在中学当中，我们也学了一个知识点，就是通电螺旋管的NS级的

判断。我们把右手伸出来，四个指头顺着电流的方向抓握过去，大拇指的方向就

是N极的方向，跟N极相反的就是 S极，非常容易判断。

这些知识已经过了多少年，我们依然可以烂熟于心。这要感谢当年的老师在

教学的时候，用了动作表征的技术。那这个方法可以应用在我们日常教学的哪些

方面呢？其实，几乎每一节课知识重点的地方，我们都可以自己来设计一些肢体

的动作，一些面部的表情等等，加入教学的过程中去，有意识地让学生加深印象，

帮助记忆。有的时候还可以让学生自己来设计动作，如果是学生自己设计的，那

记忆会更加牢固。比如在教室里用到的拖把、扫把、抹布、粉笔、文具盒、纸张

等等都可以当作道具来帮助你进行动作表征，让学生更容易来理解和记忆知识。

第三个是语言技术。在这个世界上，“法”分两种，分别是心法和手法。心

法，就是理念、原则；手法，即技术操作。心法高高在上，它可以起到指引的作

用。而技术操作，是落地的，它可以去改变我们的行为。大家平时所说的气场，

指的可能是人格、魅力、气质、威色、震色、暗示等等，都属于心法。我们刚才

说的，教研活动、校本研修过程中产生的那些正确的废话，其实也属于心法，但

心法不能够落地。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气场落地，从指引性的心法变成可操

作的手法。

一些老师上课时非常有气场，而构成他们气场的有多方面的因素，我们今天

专门只提炼一点，就是语言。教师的语言要能够很好地吸引学生听讲的注意力。

当老师最重要的事情，一个是吸引，一个是联系，吸引和联系构成了我们老师的

输出技术。吸引有很多方面，语言的吸引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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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点，语言干净利落，没有多余的语气词。哪些是多余的语气词？例如，

“嗯”“啊”“这个”“那个”等等。无效语气词的堆砌会造成表达效率低，进

而使学生在听讲时容易分散注意力。走神是人的本能，学生走神主要跟老师有关，

因为老师没有掌握语言的吸引技术。所以老师们在发现课堂上走神的情况很严重

时，不要急着去责备学生，主要得先转变自己的语言，要让自己的语言有吸引力。

第二点是关键字词落重音。什么叫关键字词落重音？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每

一句话都会有关键字和关键词，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对于关键字，关键词，可以

刻意让那个字词的发音稍微重一点。这就有两个好处，第一可以起到强调的作用，

第二可以让我们的语言变得有抑扬顿挫之感。让听讲的人觉得我们的语言不再只

有平淡的语调，而是有起伏的，能吸引人的。关于语言的吸引技术还有很多，留

给大家一些空间继续去思考。

刚才我们从图形化、动作表征技术及语言吸引技术三个方面萃取了一些实用

的教学关键技术，但名师卢老师的教学过程中体现的技术绝对不止这三方面。留

一些思考空间给大家，之后大家也可以像今天这样开展专门的教研活动，针对性

地看一些名师教学的片段，萃取一些好的方法和技术加以学习利用。

老师们，如果我们能在每次校本研修、教研活动中都很好地萃取到教育教学

的关键技术，解决老师们在实际教学中面对的棘手问题时，相信校本研修一定会

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改善我们当下校本研修的状况。

感谢大家的慧听，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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