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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阳市实验小学语文学科 

2024-2025 学年度第一学期专项教研计划 

    一、工作思路 

以《山东省中小学课堂教学基本要求》《海阳市小学教研工作要

点》《海阳市小学学科常规基本要求》等通知要求为指引，基于校情

师情，坚持问题导向，明确教研目标，强化落实措施，切实提高学

校语文教师的学科素养。 

二、实施背景 

近年来，随着学校办学规模不断扩大，新教师逐年大幅增多。

学校 56 名语文教师 40 周岁以下 44人， 90 后 16 人，00 后 9 人，

2021年新入职徐萌萌、程淯、王瑜 3名教师，2022 年新入职姜雨

辰、吕琳、程雅凡、张倩 4名教师，2023 年新入职李群杰、张梦

婷、侯鑫渝、李雨桐、郭俊青、王艺群、刘嘉滨 7 名教师，2024 年

新入职 6名。20 名新教师中有 4 人在上学期执讲了县级青年教师过

关课，有多名教师在课堂管理中应付困难，缺少方法技巧，多名教

师在板书设计、课堂评价等素养中存在短板等等。面对大班额教

学，面对新课标、单元整体教学等新要求，一系列现实问题摆在我

们面前，语文教师的学科专业素养是新学期最亟需解决的问题，因

此，我们确立提升语文教师专业素养为本学期专项教研。 

三、主要策略 

实施问题导向、目标定向、任务驱动、课程配餐、活动促进、

评价跟进等策略，开展青蓝工程、影子培训、课堂问诊、技能大赛

等活动，围绕备课、说课、讲课、评课、朗读、书写、课堂语言、

课标背诵八大方面逐一过关。 

四、教研要点与推进措施 

（一）夯实教学常规，提升教师常规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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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标：教师备课与学生作业水平达到市直学校第 1名。提高

教师备课质量，包括个性化备课的书写质量，教学目标、大问题教

学的设计、有效活动的设计、评价任务的设计适切准确；提高学生

的作业质量，尤其是习作底稿的批改质量，正稿的书写质量。 

2.内容与措施：教学常规包括备课、上课、作业、教研四大方

面，根据全市学科教研会精神，制定下发学校常规基本要求，细致

明确计划、备课、作业等各方面基本要求，计划重点关注课程标准

年段分析、教材分析、教研组教研安排配当，提高教师对课标分

析、教材解读的能力，提高教研组长对组内教研的落实质量。备课

重点关注个性化备课的书写质量、教学目标设计、教学活动设计、

评价任务设计，关注教研组集体备课，重点关注单元整体教学的设

计，保证人文主题、语文要素在任务群的情景创设、语言实践活动

中落实。低年级继续深入推进“识字与写字方法指导”与“有感情

地朗读”，中高年级落实“思维能力”与“负责任的表达”。作业重

点关注低年级的写字、写话、中高年级习作底稿的批改与正稿的书

写。 

3.活动安排： 

（1）9 月上旬分层召开专题会议，学习常规基本要求。责任

人：学科领导 

（2）9 月上旬夯实教学常规“四个一”。规范教师教研、教学

的各类常规，规范学生作业，做好第一次备课、第一次上课、第一

次作业、第一次主题教研。责任人：学科领导。 

（3）检查、评比、反馈、整改跟进。做好开学、期中、期末的

固定检查，对不达标的教学常规进行跟进，督促整改。责任人：学

科领导+教研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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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抓实抓严教研组内教研。一是组内大教研，定主题、定时

间、定人员、定地点。二是组内小教研，桌边研讨，解决教学中的

细小问题。责任人：学科领导+教研组长。 

（二）研究新品质课堂，提高教师课堂授课水平 

1.目标： 45 周岁以下教师的授课再上一个台阶，新教师的课

堂教学在课堂组织、基本模式、教学目标达成、重难点解决上能够

熟练掌握。在教研室组织的课堂教学比赛中力争全市前 2 名。 

2.内容与措施：按照“学—仿—诊—赛”的路径开展课堂素养

提升工程。一是名师引领。通过实录还原、亮点分析等形式推进名

师课例研究活动，对名师的教学理念、教学设计、课堂语言、课堂

组织、有效评价等进行深入研究，提练共性，借鉴优点，对单元整

体教学、双元组合落地、学生语用能力培养、任务与情境创设等进

行专题研究。二是仿名师课例。在吃透名师课堂思想的基础上进行

课堂模仿，如课堂整体的架构、课堂语言、课堂调控、重点问题的

解决、课堂生成的处理等等，要有“学就有板有眼、学就像模像

样”的精神，不怕过，只怕不足。同时学习名师内在的精神，他们

的综合素质、意志品质不是一日之功，需要我们灵活学习、吃透精

神、持之以恒。三是课堂问诊。对近两年新毕业的 11 名教师从课堂

结构、教学活动、教学评价、课后题处理、课堂语言、板书设计、

朗读指导等方面一一进行课堂诊断。四是教学比赛。根据教研室本

学期的教师空讲比赛活动要求，45 周岁以下教师进行空讲大赛，从

教学设计、课堂组织、课堂语言、仪态仪表等方面进行评价，以比

赛促提升。 

3.活动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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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月中旬-下旬，学 3 节名师课例，上报课堂实录还原与

听课心得。完成对 13 名新教师课堂诊断，听课、问诊、反馈、二

次跟进。责任人：学科领导。 

（2）10 月上旬，教研组内开展仿名师课例活动，组内开展空

讲比赛。责任人：教研组长。 

（3）10 月中旬，45 周岁以下教师空讲比赛。责任人：学科领

导。 

（三）聚焦学科素养，提升教师综合能力 

1.目标：13位新教师的听、说、备、写、评等课堂素养在一学

年内全部过关，45周岁以下教师的语文课堂素养再上一个新台阶，

在教研室组织的青年教师基本功素养大赛中力争市直学校前 2 名。 

2.内容与措施：聚焦语文教师备课、说课、讲课、评课、朗

读、书写、课堂语言、课标背诵八大基本素养，确定每种素养的评

价标准，采用基本功展示大赛的方式，现场评价教师的学科素养。

组织形式为级部赛、校级赛、青年赛，参加人员为 45 周岁以下教

师。过关教师发合格证，未过关教师实行二次过关。 

3.活动安排： 

（1）9 月，各位教师自己学习提升。责任人：语文教师 

（2）10 月上旬，新教师基本功大赛。比赛项目：朗读、书

写、备课、空讲。责任人：学科领导 

（3）10 月中旬，45 周岁以下教师基本功大赛。（不含青年教

师）比赛项目：朗读、书写、备课、空讲。责任人：学科领导。 

（4）10 月下旬，新教师基本功大赛。比赛项目：课堂语言、

课标背诵、讲课、评课。责任人：学科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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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月上旬，45 周岁以下教师学科素养大赛。（不含青年

教师）比赛项目：课堂语言、课标背诵、讲课、评课。责任人：学

科领导。 

（6）12 月中旬，参加全市语文教师学科素养大赛。 

五、成立领导小组 

组长：王丽娜 

副组长：邢陈强 

组员：刁晓洁、李宗霞、姜品静、薛莲莲、于薛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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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实验小学 2024-2025 学年度第一学期语文教学工作配当表 

时

间 
内容 目标 

9

月 

1.学习新学期语文常规基本要求、语文教

学工作计划、课外阅读计划。 

2.进行一、二单元集体备课，疏通教材，

明确教学重点、难点、考点、教法。 

3.对 9月份的计划、备课、作业进行展

评、总结与反馈。 

4.听评新教师的课与课案一致听课。 

5.研讨、出好第一二单元检测题。 

6.开展好书推荐课、推进课、交流会。 

7.开展新课标学习与假期共读一本书交流

会、烟台市优质课学习。 

1.明确新学期教学工作重点、备课、作

业等基本要求. 

2.疏通教材，明确教法，形成集体备

课。 

3.落实好双常规月，为新学期开好头。 

4.教师课堂诊断，做到课案一致。 

5.以评促学、以评促教。 

6.启动课外阅读工程，培养学生良好阅

读的习惯。 

7.学习新课标，交流《语文教学艺术 30

讲》。 

10

月 

1.进行三四单元集体备课。 

2.进行研讨、制定三四单元与期中检测

题。 

3.继续跟进新教师的课，进行组内空讲比

赛与校级空讲比赛。 

4.进行期中常规检查。 

5.继续推进课外阅读工作。 

1.疏通教材，形成集体备课。 

2.研讨试题，形成单元与期中检测试

题。 

3.跟进新教师课堂，空讲比赛纳入学期

课堂教学考核评价。 

4.以期中常规检查，保证常规质量。 

5.推进课外阅读工程，培养阅读习惯。 

11

月 

1.期中质量检测分析会。 

2.进行五六单元集体备课、制定五六单元

检测题。 

3.进行课外阅读能力检测，开展相关展示

活动。 

4.进行新课标考试。 

1.学习期中检测优秀教师经验，明确差

距，改进提升。 

2.根据期中考试会，研讨下一步教学重

点难点，改进教学，提高质量。 

3.以读书活动提高阅读兴趣。 

4.检测新课标学习情况。 

12

月 

1.进行七八单元集体备课、制定七八单元

检测题与期末检测题。 

2.进行期末常规检查，迎接教研室期末常

规检查。 

3.进行期末复习计划与分享交流，迎接期

末教学质量检测。 

1.继续疏通教材，形成集体备课与单

元、期末试题，以评促教、促学。 

2.期末常规检查跟进反馈整改，提高质

量。 

3.交流复习计划，做好期末教学工作。 

1

月 

1.进行期末教学质量分析会议。 

2.做好期末总结工作。 

进行期末质量检测，开展好质量分析

会，总结分享一学期的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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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实验小学语文教师说课能力评价标准 
课题：                说课教师：           得分：        

 

 

 

项目 标准 得分 

教师基本

功（10

分） 

1.普通话标准、流利、表达准确，逻辑性强。 

2.教态自然大方，仪态端庄。 

3.板书字体工整，板书设计合理。 

 

教材解读

能力 

（10

分） 

4.讲清楚教材的编写意图、地位和作用。 

5.教学目标清晰，正确把握人文主题、语文要素。 

6.教学重点、难点把握准确。 

 

教法选择

恰当（20

分） 

7.教学方法选择恰当，符合新课程理念。 

8.科学、合理地使用多媒体设备。 

9.教学任务、教学情景创设有效合理。 

10.注重语文实践活动，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

性。 

 

学习能力

指导（30

分） 

11.重视朗读方法指导。 

12.注重学习兴趣的培养，重视学习方法的指导、学习习惯的

培养。 

13.采用有效、明确的指令引导学生学习。 

14.有小组合作交流展示等活动。 

 

课堂教学

重点突出

（30

分） 

15.体现教师如何教及为什么这样教，体现学生如何学及为

什么这样学。 

16.教学目标明确，教学内容的安排切实服务于教学目标的

实现，创造性地实现教学内容的最优化。。 

17.教学环节清晰、简洁、实用。 

18.教学活动有效、实用、为解决目标服务。 

19.突出训练重点、突破重点。 

20.注重评价、反馈、矫正，使学生对教学目标有较高的达成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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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小学语文教师备课能力评价标准 

 

 

 

 

 

 

 

项目 标准 得分 

教材解读

能力（30

分） 

1. 对教材所在单元在课程标准中的具体位置有清晰认识。能

够较准确的分析出课标对教学的要求和标准。 

2. 对单元人文主题、语文要素把握到位。 

3. 教学目标确立适切，表述准确、具体、可操作。 

4. 教学重难点定位准确到位。 

 

教学设计

能力（30

分） 

5. 教学活动针对教学目标来设计，突出情境创设与语言实

践。 

6. 教学环节清晰，大问题贯穿，重点突出，课后题处理到位。 

7. 教学方法有效，符合教材特点与学生学情，评价及时。 

 

教法选择

恰当（20

分） 

8. 教学方法选择恰当，符合新课程理念。 

9.科学、合理地使用多媒体设备。 

10.教学任务、教学情景创设有效合理。 

11.注重语文实践活动，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

性。 

 

学习能力

指导（10

分） 

11.重视朗读方法指导。 

12.注重学习兴趣的培养，重视学习方法的指导、学习习惯的

培养。 

13.采用有效、明确的指令引导学生学习。 

14.有小组合作交流展示等活动。 

 

教师基本

功（10

分） 

15. 书写清晰、正规、行款整齐、美观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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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小学语文教师朗读与书写能力评价标准 

 

 

 

 

 

 

 

 

 

 

 

 

项目 标准 得分 

朗读能力

（50

分） 

1. 运用普通话，发音标准、吐字清晰、声音响亮。 

2. 对一篇陌生文章能够迅速把握住感情基调。 

3. 针对不同情感的文章选用不同的语气语调，注意轻重缓

急、抑扬顿挫、字正腔圆、声情并茂、优美动听。 

4. 不添字不漏字不错字。 

5. 神情自然、仪态大方、运用合适的手势语。 

 

硬笔书写

能力 

（50

分） 

1.写字姿势：头正、肩平、臂开、足安。一拳一尺一寸。 

2.基本笔划： 

横：写横不能平，左低右高行。起笔收笔重，行笔慢要轻。 

竖：写竖直而正，收笔不相同。垂露收笔重，悬针收笔轻。 

撇：撇向左下行，行笔重到轻。弯度要准确，长度要适中。 

捺：写捺分斜平，行笔轻到重。捺脚稍停笔，由重再到轻。 

3.结构：写字要大小适宜，疏密有致，穿插避让。 

4.笔划清晰、结构匀称、行款整齐。 

5.书写漂亮，卷面干净，看起来真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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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小学语文教师评课能力评价标准 

 

 

 

 

 

 

 

 

 

 

 

 

 

 

 

项目 标准 得分 

理论素养

（20分） 

1. 评课中能够合理运用 2-3 处新课标、语文教学原理、语

言学、语文特级教师等理论、观点来谈。言之有理、言之

有据。 

 

表达素养

（20分） 

2. 语言有层次，有逻辑，有理有据，层层深入。  

观课视角

（20分） 

3. 能够结合观课点进行观课，视角独特，有自己的独特理

解。 

 

观课重点

（20分） 

4. 观课时能够结合教材、教学目标、教学活动等来看，知

道解决目标、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是一节课的关键。 

 

观点价值

（20分） 

5. 能够抓住观课点谈出有价值的观点和建议，给讲课教师

以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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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小学语文教师课堂评价用语 

项目 用语 

听 

 

1.会认真倾听的孩子，一定是会学习的孩子。 

2.你们专注听讲的表情，真给我鼓励。 

3.从大家听讲的神态就能看出我们班的孩子特别会学习、守纪律。 

4.同学们，身坐正、脚放平、心安定、认真听。 

5.小耳朵，树起来；我来说，你来听。 

6.不知我说的大家听明白了没有，我说的清楚吗？ 

7.认真听是对说者的尊重，你想做个一个有礼貌的孩子吗？那就学会静静

地聆听吧。 

8.很佩服你的勇气，让我们再来听听其它同学的回答，好吗？ 

9.这么一点小小的区别都被你发现了，你听得可真认真。 

10.你看，XXX 听得多认真，真是一个会听讲的好孩子。（你们不仅说得好，

更好的是你们会倾听别人的发言。） 

说 

1.说话，是把自己心里的想法表达出来，说时要想想，别人听得明白吗？ 

2.说话是一门艺术，说明白是基础，说准确是能力，你说得又清楚、又准

确，说明你语文学得很棒。 

3.说话，是与别人交流，所以要注意仪态，身要正，不扭动，眼要正视对

方。对！就是这样！ 

4.你说得正确、完整、有条理，我们都听明白了。 

5.你虽然没有完整地回答问题，但能大胆发言就是好样的。 

6.你很有创见，这非常可贵，请再响亮地说一遍。 

7.别急，再想一想，你会回答得更好。 

8.你的发言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真谢谢你！ 

9.你的回答真是与众不同啊，很有创造性，老师特欣赏你这点！ 

10.你总能给老师带来惊喜！对着同学再说一遍。 

读 

1.古人说，读书时应该做到“眼到，口到，心到”。我看，你们做得很好。 

2.你读得字正腔圆/你读得抑扬顿挫/你读得声情并茂/你读得优美动听。

（你的感情真丰富，谢谢你这么精彩的朗读。） 

3.大家自由读书的这段时间里，教室里只听见琅琅书声，你们专注的神情

让我感受到什么叫“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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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师：小火车，从哪里开？生：小火车，从这里开。师：火车头从哪儿开？

生：从我这。师：从你这往哪儿开？师：从我这往右边开。 

5.你读得声情并茂，听得出你是将自己的理解读出来了。特别是这一句，

能给我们再读一遍吗？ 

6.读应该分出层次。首先是通读，不认识的字借助工具书读准字音；其次

是理解地读。 

7.听你的朗读是一种享受，你不但读出了声，而且读出了情。 

8.默读时，贵在可以边读边思考，现在我们就来默读，边读边思考。 

9.默读，要讲究速度，大家请在 X分钟内看完这段文字，并思考…… 

10.“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请大家再把这部分内容多读几遍，弄懂它的

意思。 

写 

1.写字姿势： 

头正、肩平、臂开、足安。 

写字姿势要端正，身体坐正书放平，一尺、一寸和一拳，学好知识身体棒。 

头正身直两臂开，两脚平稳腿莫歪。坐姿正确身体好，身正字美人人爱。 

2.握笔姿势：食指拇指捏着，三指四指托着，小指在后藏着，笔尖向前斜

着。 

3.基本笔划： 

横：写横不能平，左低右高行。起笔收笔重，行笔慢要轻。 

竖：写竖直而正，收笔不相同。垂露收笔重，悬针收笔轻。 

撇：撇向左下行，行笔重到轻。弯度要准确，长度要适中。 

捺：写捺分斜平，行笔轻到重。捺脚稍停笔，由重再到轻。 

4.结构：写字要大小适宜，疏密有致，穿插避让。 

5.你写的字和你一样，特别有精神。/写字如做人，端端正正，横平竖直。 

/字如其人，你写的字跟你的人一样清秀！/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写字！ 

6.这位同学的错误可帮了我们的大忙！不少同学也是这样错的，老师借这

个机会提醒大家注意。 

7.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有耐心，字也要一笔一划来写！ 

8.孩子，字好比人的一张脸，我们每天要把脸洗得干干净净，更要把作业

写得漂漂亮亮！ 

9.字要有宽有窄，有重有轻，有长有短，才能把字写活了，你们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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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书写漂亮，卷面干净，看起来真舒服。/你把字写得又端正又清楚，简

直是个小书法家了！ 

问 

 

1.“学贵有疑”，问题是学习、思考的结果。你们的问题提得很有水平。 

2.提出一个好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 

3.你们的问题很有价值，问到点子上了，看来你读书时是用心思考的。 

4.会提问的孩子，就是聪明的孩子！你的眼睛真亮，发现这么多问题！ 

5.这位同学提出了一个难题，谁能帮他解决。 

6.我从同学们的提问中，看到的是思维的火花。 

7.你们的想法很独到，连这个问题都能想到。你太棒了，不随波逐流，能

从相反的角度思考问题，你怎么会想到这一点的？ 

8.有些问题我们可以先问自己，自己有能力解决的，就不必向别人提出。

让我们试试看，刚才新提出的问题，哪些是自己能解决的？ 

9.我从你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你还有问题想问，能告诉我吗？ 

10.我看到后边这位同学一直在举手，我们来听听他珍贵的想法。/这位同

学若有所思，你来说一下。/这位同学跃跃欲试，你还有补充，请讲。 

讨论 

1.小组讨论声音小，开口之前先想好。别人发言认真听，意见不同我不吵。

他人不会我帮忙，为组争光集体好。 

2.你们小组真棒，既分工明确，又善于合作。 

3.分工具体恰当，如果能把各个想法有序地组织起来，就更妙了。 

4.××小组的同学团结合作，第一个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祝贺他们。 

5.集体的力量真大，把这个问题的方方面面都想到了，真佩服你们的小集

体。 

6.这个小组合作的很好，每位同学都能献计献策。 

7.小组合作时，你听得认真，看得仔细，能否自己也发表见解呢？ 

8.××小组刚才讨论过程中非常积极、热烈，现在我们就请他们发表一下

意见 

9.很好，小组内还有成员有补充吗？其他小组有不同意见吗？ 

10.他们是很团结的小组。完成的作品质量好，有创新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