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2025 学年实验小学教学工作计划

让教育真实发生。我们看到一个生机勃勃的实小，也看到在大家

的通力拼搏中蒸蒸日上、鸟语花香的实小。本学年教学工作计划以

“321，深耕、径深、精进”为主题，分层展开。

一、深耕“3”课，赋能优质学科素养提升

所谓“3”课是指“课标、课程、课堂”，是准确把握教学工作的

基本抓手和核心要点。近年来，教育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发生了深刻

变化，国家的需要、教育的改革、每一个普通人的发展甚至是生存压

力大家都有目共睹、感同身受。“双减”背景下，以“新课标——新

课程——新教材——新学案——新课堂——新考评”的全链条课改已

经推开，但实际工作的开展中，我们目前却面临着“三欠缺”的核心

问题：

一是对学生优质学习习惯的培养十分欠缺。多元路径思考、完整

清楚表达、自主闭环学习、规范高效书写、思辨质疑问难等学习习惯

养成没有有效的教学活动与课堂环节支撑，对学生“听、说、想、练”

的基本学习环节指导不到位，没有形成扎实的思维路径与肌肉记忆。

二是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十分欠缺。学科教师的课标解读肤浅，

课堂活动设计思维含量较低，偏重对知识的记忆、重复，不尊重学生

在课堂四十分钟内的学习规律，存在大量的机械学习、浅表学习、重

复学习、被动学习的现象，对学生思维能力培养十分欠缺，自主学习

能力、动手实践能力、创新思维能力的欠缺依然是制约课堂增效提质



的根本原因。

三是对“三新”（也就是新课标、新课程、新教材）的主动研究

和反思十分欠缺。备课，形同虚设、照搬硬凑，没有单元目标为统领

的系统整合及对学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的关联性、递进性设计；上

课，没有目标，对学生的研究、学情的把握、学习的激发明显不足，

讲哪算哪，有些教师照着“七彩课堂”念一节课，念完下课，没念完

下节课接着念，一堂课下来，只有教师“讲了”，部分学生貌似“懂

了”，凤毛麟角的学生“通了”；课后，没有反思，教研流于形式，缺

乏明确集中的专题或主题，深度和价值溃泛，教研活动中，大家往往

是泛泛而谈、不痛不痒地烟消云散。

因此，就以上三方面的欠缺，本学年，我们将以“教研磨课+常

规管理”为抓手，落实课标准绳、增值课堂实践、促进课程创新，深

耕“三课”，赋能优质学科的素养提升。

（一）落实课标准绳。

一是深度学课标。各年级各学科教研组要在本学期第一次教研会

议中集体解读各学科课标中的“核心素养”“学段目标”“学业质量标

准”部分，吃透、吃准、学懂、学实，并将“学段目标”的内容作为

二次备课手写到教材首页，明确所执教学段的具体目标和每个单元的

达成路径。现实中，“新课标”虽然名曰“新课标”，但距离颁布已经

过去了两年，虽然已经不是新名词，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着理

念学不懂、实践用不了的“两张皮”问题，所以，围绕课标准绳的第

二项举措就是备课用课标：在明确义务教育课标理念落地路线图的基



础上，本学年开始，我们将改革备课体例，聚焦路线图中“结构化内

容处理整合——大单元教学设计——学为中心课堂——学科实践活

动——学后反思——单元反馈测评”六大板块，在之前课时备课的基

础之上， 重新设计教研组单元备课模块体例，将各个单元备课划分

为“单元目标”“课标依据”“单元课型及课时安排”“单元重难点及

解决措施”“单元知识思维结构”“单元教学反思”六大板块，推动教

研组进行实实在在地源于课标的单元整体教研备课，扎实完成深化教

材解读、优化教学设计、结构化教学思维的课标实践思考，要成为教

研组每周集体教研、单元备课的必选议题；同时，改革课时备课模板，

将每种单元教学课型，比如语文单元导读、精读赏析、习作指导，数

学的概念认知课、单元种子课、问题实践课、思维提升课、单元复习

课等，进行结构化思维的教学设计，每种课型的备课分为“主题”“课

时”“学习目标”“学习过程”“延伸学习及评价”“结构化板书设计”

“课时教学反思”七个板块，其中的“学习过程”将每个主题的学习

内容进行三大核心问题的六大结构化设计，并落实到每个课时的结构

化板书中，促使教师进行深入的教材教读与思维建构，以提升课堂教

学的高效发展。二是教研依课标。本学年，在教研方面，结合课标在

课程开发、课堂提升的实践落地，完成既有课题的校本化小切口径深

研究，并建立日常化的教学问题式教研组课题选拔机制，每个学科教

研组根据教师基数，在本学年进行不低于课题人数比 1:5 的校级微课

题创建，形成主题源于问题，问题源于实践，实践解决问题，问题上

升主题的常态化研究闭环，并贯穿整学年的校级月研、年级周研和常



态的日研，在老师们的专业素养提升发展中，树立并根植“问题式研

究”的教研发展思维。

（二）增值课堂实践。实现“小切口、长进步”的素养型课堂提

升，重点着眼语文课堂中单元整体教学基础上的“语用思维素养型课

堂”，数学教学中“数学思维结构化课堂”，英语教学中“英语学习

活动观指导下的课堂模式”建设以及艺术、体育、科学课堂中“课标

校本化落地”的学科优质课堂探索。首先，老师们要更新理念。理解

新课标、解读新教材，明确新课标背景下课堂教学重心的转变并积极

参加各项课堂实践。其次，要严格落实各项教学常规管理。课堂

教学作为教学常规中的常规，要达成既定目标，离不开全链条的

有机关联。在教学常规方面，我们要秉承“将简单是做好就是不

简单”的核心理念，反复抓、抓反复，向身边经验丰富的“情怀

型”老师学习，从教研备课、课堂授课到作业设计、面批面改、

习题讲评、培优补差，以及学生晨读、午写、预习、听课、复习、

练习、拓展的学习全程进行常规化、精细化的闭环管理，不放过

影响课堂教学质量的每一个重要一环，做到“面面俱到”，才能

运转良好。因此，教导处将在本学年加强对教研组及教师各项教

学常规的不定期检查，适时通报，树立典型，促进各项教学常规

的优质落实。因此，本学年，各教研组要继续充实、更新年级组

的命题资源库建设，尤其是指向素养实践与思维运用的高质量原

创命题资源库的创建，对课堂教学质量进行及时的反馈与提升。

（三）促进课程创新。目前的教育形势与制度让我们明确，学生

的核心素养是采取学科课程素养认领形式来推行，课程核心素养的达

成是课程育人价值的基本体现。因此，本学期我们要继续提升校本课



程中艺术、科创、体育、非遗项目的课程质量，引入校本课程中期及

期末考核制度，同时利用校内外社会实践基地，加强劳动、道法的校

本化实践课程研究；其次，建立语文、数学、英语主科教师依据课标

开发的校本课程群，在每周五下午的二到四年级开设，惠及全体学生，

构建完整的“备课—上课—评价—展示”的层次性、素养型多彩实践

课程体系。涉及到的开课教师及校本课程内容，我们将在会后召开二

三四年级专题的校本课程会议，计划在开学第二周与其他常识学科校

本课程一并开展。同时，在目前各学科课标倡导跨学科学习的大背景

下，素养导向的学科整合成为当下及未来教育的大势所趋。因此，本

学年，我们将在一—五年级级部分别建立和完善“言行有矩”“目观

心察”“知节识气”“步履天下”“心系家国”五大主题的跨学科项目

式学习课程，从课堂教学、组织协作、资源整合、社会实践、评价创

新五方面形成我校“跨学科项目式学习”课程群。

二、径深“2”写，促进书写表达能力养成

上学期的全区小学语数英书写能力调研中，我校学生的表现名列

前茅，可以反馈出老师们对学生书写习惯以及基础知识、基础能力的

教学功底非常扎实。但即使如此，我们也深知任重道远。因此本学年，

我们将围绕“写字”与“写作”两大支撑点，切实提升学校师生的书

写表达素养。“写字”方面，以“跟着邓老师学汉字”为切入，扎根

“午写”、结合各级别书法、书写赛事活动，通过微课程开发、写字

课堂教学研究以及教师书写专业提升培训等方式，实现以教师提升

“撬动”学生进步，以课堂教学“带动”书写实效，以评价创新“联



动”素养递进的师生书写能力提升路径；“写作”方面，继续依托“小

白杨杯”习作竞赛、原创绘本设计大赛以及校刊《青葵》等评价平台，

结合学校习作教学的课堂探索及阅读成长体系的表达链接，扎实提升

学生及教师的书写表达素养。

三、精进“1”读，厚涂书香校园文化底色

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曾说，学习的本质就是阅读。不论是教师

的专业成长，还是学生的长足发展，作为学习的基础媒介，无论何时

何地且要常做常新的就是书香文化的建设与深耕。教师首先是一个会

读书、爱读书的人，才能引领学生习得以阅读能力为基础的各学科素

养能力的达成。因此，本学年我们立足“书香校园”底色，继续完善

涵盖全学科、全师生的阅读成长体系：在学生范围内继续推进“书香

白杨”阅读成长系列，完善、径深“全学科阅读——经典诗词诵读—

古今美文朗读—单元主题延读”的阅读成长梯度。从课标索引、素养

依据、组织管理、课型探索、成果运用、跨学科实践六个方面进行阅

读推进的全链条落实，探索书香底色的学生学科能力与核心素养的持

续提升；同时，依托学校“知新”读书沙龙及“培青”工程建设，建

立与教师专业成长相整合的教师阅读成长系统，通过沙龙活动、资源

共享、成果展示等方式，夯实全体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的文本解读能

力、资源整合能力、读写表达素养以及阅读提升意识，让“腹有诗书”

的老师教出“气自华”的孩子。

新时期、新挑战，新起点，新气象，新的学年继续齐心协力、

斗志昂扬，再创实小教学工作新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