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烟台第十五中学 2023-2024 学年 

教学工作计划 

一、加强教师学习培训工作，重视业务学习。 

1、要以继续推进“活力新课堂”课程改革为契机，利用学

校每周四业务学习时间组织全校教师加强教师理论和业务的学

习与指导，组织教师参加各级各类的培训和校本培训，教师要认

真学习、认真反思，记好读书笔记，写好学习体会。通过有组织

的科研理论知识讲座和研讨交流活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2、学校鼓励教师投身教育科研，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教学

活动、教研活动、课题研究。努力培养造就一批教学优秀、教研

突出、教改先进、有影响力的骨干教师。同时对新上岗的青年教

师要持续关注成长，继续实施校内“青蓝工程”, 进行师徒结对

拜师活动，加快专业成长的步伐。 

3、要求教师广泛阅读有关教育教学及教育科研方面的杂志

书刊，结合学习主题，写好教学随笔和教学反思，写出具有较高

质量的教学心得或教学论文。 

二、深入开展课程改革，开展多样化的教学活动。 

本学年计划开展下列教学活动： 

1、开展课堂教学评优课活动，以教研组为单位人人上公开

课，强调结合教学评一致性教学改革，体现深度学习，重视小组

合作学习，选拔与推荐优秀教师，参加区教科研组织的优质课评

选。 



2、继续重点配合教科研中心做好“视导”工作。全体教师

要珍惜视导机会，骨干教师和青年教师要积极参与，多多的向教

研员请教，注重提升课堂教学各个环节，通过一课三磨、集体教

研等形式，从课堂设计、课堂实施、课后反思等细节，提升教师

教科研能力和课堂驾驭能力。 

3、一学期计划进行全校性公开课三次：各教研组安排青年

教师、新教师进行交流公开课，安排轮岗教师、骨干教师进行“教

学评一致性”示范课和各教研组的期中试卷讲评课。所有老师应

积极参加听评课活动，每学期每位老师听课次数不少于 20 节，

35岁以下青年教师不少于 30 节。 

4、开展教学基本功的竞赛活动。各教研组要充分利用教研

活动时间进行粉笔字、钢笔字、课件制作、希沃软件使用等内容

培训。本学期会陆续开展相应基本功竞赛。 

5、继续开展青蓝工程师徒结对活动，以老带新，以新促老。

继续以轮岗教师和我校骨干教师为师父，与青年教师结对帮教，

师徒老师互相听课，做好听课记录，及时评课。 

6、加强英语人机对话、音美人机对话、理化生实验等学习

任务的平时训练，切实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 

7、丰富学生教育活动。继续开展晨读午写活动，培养学生

良好的阅读和书写习惯，组织相应的比赛，营造校园墨香氛围；

坚持每日一练或每日一题活动，培养学生良好学习习惯，计划开

展一次写字展示评比和经典诵读活动，学校组织开展一次校园书



法家展评活动；出台阅读评比活动要求，语文教研组配合拟定各

年级阅读书目，开展经典诵读比赛等活动；开展各学科冬季学习

竞赛活动。 

三、细化常规教学管理，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1、严格执行课程计划，坚持按课程表上课，做到不挤、不

占任何学科课时。严格按课程表上好每一节课，每节课要有充分

的教学准备，未经允许不得私自调课，杜绝上课迟到，空堂等现

象的出现；继续推门听课随查，学校领导每周推门听课，及时交

流反馈，对存在较大问题的课，将跟进教师随堂听课。所有课堂

要加强课堂纪律，每位教师对课堂要有充分的驾驭能力，有循循

善诱的魅力和鲜活的教学氛围，要调动起学生积极的学习兴趣充

分发挥小组合作学习的积极作用，提高课堂效率，关注后进学生，

不允许“特殊学生”出现，学校继续加强对课堂教学的日常监控、

督查，坚持查课制度，发现问题及时通报反馈，确保教学活动的

正常开展。 

2、落实教学常规管理，开学初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年级、教

研组、个人教学计划，实行超周备课，集体备课。学校加大备课、

上课、作业布置与批改等教学常规的监督检查力度，采用定期检

查加抽查等方式，确保制度的有效落实。期中、期末学校教研室

将进行两次全面的教学常规检查，检查情况及时总结通报反馈。 

3、全面开展课后延时服务工作，着力解决家长后顾之忧，

服务学生健康成长。建立考勤机制，加强全程监管，安排教师负



责课后服务班级管理，认真做好学生考勤记录。重点提高课后服

务质量，减轻学生作业负担，课外答疑解惑，开展拓展活动，助

推学生全面发展。 

4、立足可持续发展，以培养学生的全面素质为指导，继续

开展初一、初二学生全员参与的社团活动，形成文化课社团与艺

体社团相结合的形式，以延伸课堂学习兴趣、活跃校园艺体氛围、

掌握艺体技能为目的，语文、数学、英语等教研组要制定计划，

负责到人，提前备课；合唱、乐器、篮、排、足、乒等负责老师

要形式多样，认真组织小型多样的展示与比赛，确保每一次活动

效果。每周五下午三、四节为固定活动开展时间。  

四、强化教学质量管理，规范教研活动。 

1、学生辅导：大力加强培优补差,确保优秀率,提高合格率。

重点做好优生培养工作，鼓励更多更好的利用课余时间通过课后

辅导、兴趣小组、学科竞赛等形式，使优秀学生能够充分激发潜

能，得到进一步发展。每个学科要有自己的兴趣小组，利用中午、

放学后、选修课等空闲时间，对学生进行个性化辅导，创学科优

势，树立学习榜样。初四利用中午时间继续加强优秀学生培优班

的补强工作。 

2、 备课：备课要实行集体备课与个体备课相结合，通案、

个案相结合，传统型备课与创新型备课相结合，新授课与练习课、

讲评课相结合等形式。要有科学明确的教学目标，教学过程始终

体现着教学目标的落实，有充足的教学资源和形象的教学媒体，



有足够的练习时间和宽松的学习舞台，有互动共享的教与学方式

的转变。继续实行活页教案，统一使用新的教案模板，围绕“教

学评一致性”的课改要求，制订导学案，对应各个学习目标制订

评价量规；教案中一定要重视体现嵌入评价，对各个学习目标进

行及时的评价，充分体现“教学评一致性”的课改要求，使教案

立足实际，贴近课堂，备课上有创意，教学设计有特色，形成个

性化教案；编写好利用好导学案。秉承向课堂要质量的原则，围

绕教学评一致性的课堂要求，进一步编好适合我校学情的导学案，

以“学案导学”为依托，深入实施开展和谐高效课堂模式。 

3、听课、评课：采取多种听评课形式，教务处安排全校性

公开课听评课活动、教研组内互听互评课活动和领导随堂推门听

课活动等相结合，听课之后及时进行评课、研讨、指导。所有任

课老师要积极参加听评课活动，班主任尽可能多听本班课，以全

面了解班级学生学习情况；任课教师以本学科为主，鼓励跨学科

听课，借鉴其他学科教师的长处。听课过程要有记录，有重点地

记录教学过程，撰写教学建议和总体评价意见。听课之后要积极

参与评课活动，从课堂的教学思想、教材处理、教法运用、学法

指导、教学过程、教学效果上进行客观准确评价，探索教学规律，

研讨课堂高效模式。 

4、作业：优化学生作业的布置与批改，作业布置要有计划、

分层次，作业种类要多样性，难易搭配。要鼓励学生建立各科错

题集和学习笔记，善于在错题中归纳整理知识点，养成良好的学



习习惯；作业批改要及时正确，反馈纠错即时显效；教务处会定

期检查老师的作业批改情况，及时发现、解决存在问题，推广好

的做法。 

5、质量监控：严肃考风考纪，细化检测环节，组织好每一

次学习检测；各学科任课教师，要做好周清月结、单元测试、期

中测试、期末测试和各学科竞赛测试，要提高教师的试卷命题能

力和考后讲评课效率，要及时进行质量分析，填写质量分析表。

各类考试结束后任课教师需参加教研组、年级组质量分析会，对

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措施。期中检测后各班级组织召开班教导会，

加强各任课老师的沟通交流，对学生学习进行针对性的分析和帮

助。本学期除继续加强周清检测外，计划 9 月底、12 月初进行

两次单元检测，11 月初进行期中检测，2024 年 1 月初进行期末

检测。 

6、加强集体备课管理。实行“集体备课、资源共享、个人

加减、课后反思”的备课制度，各年级备课组要制定出集体备课

工作的实施计划，按单元或章节分配备课，责任到人，每单元或

章节要有主备人、辅备人。备课时，重视备思路、备教法、备学

生的学，让我们的课堂真正成为新课改理念下的课堂，真正成为

落实“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方式的课堂。要根据实际情况认

真进行教学反思，高质量地写好教学后记，既善于发现自身教学

亮点，又勇于总结课堂教学经验。同时加强对备课组的管理，做

到定时间、定地点、定主题、定中心发言人，备课组要深入推进



实施新课程，聚焦课堂，苦练内功，针对学科教学、考试评价、

学生学习状况等进行集体备课，更新传统教法，收集和整合信息，

制订学科教学的计划和策略。 

7、加强小组合作学习。在上一学年开展的小组合作学习基

础上，继续重视小组合作学习在课堂教学中所发挥的作用，本

学期要着眼于利用小组合作模式，最大限度的加强学生管理，

发挥学生的主观自我管理能动性，充分挖掘全体学生尤其后进

生内在潜力，使每位学生都主动的参与学习过程，使每位学生

在合作学习过程中得到发展，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