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2023学年度第⼆学期
莱阳市⻄⾄泊⼩学教学教研⼯作计划
为全⾯落实⽴德树⼈根本任务，贯彻落实上级会议精神，紧

紧围绕莱阳市教科研中⼼各项⼯作部署，努⼒探索我校教育教学

⼯作新路径，全⾯提升我校教育教学质量，特制订《莱阳市⻄⾄

泊⼩学 2022-2023学年度第⼆学期教学教研⼯作计划》如下：

⼀、指导思想

本学期我校教研⼯作将继续以“提⾼教学效率，建设品质课

堂”为指导，以《新课程标准》为纲，以课本为本,依据学校实际，

确⽴教育科研为“发展教师、发展学⽣、发展学校”服务的⼯作⽅

向,围绕“以教育科研为突破⼝，以课题研究为载体，全⾯提升学

校品位”这⼀总体思路,积极开展校本教科研活动，推进课程改⾰，

转变观念，使教研⼯作开创新局⾯。

⼆、现状分析

现阶段我校教师共有 18⼈，教学班 7个。学⽣层⾯：绝⼤

多数学⽣是外来务⼯⼦⼥，家庭情况中⽗⺟离异者较多，⽣源基

础薄弱；教师层⾯：学校教师⽼龄化严重，50岁以上教师占学

校⼈数的 50%左右，中坚⼒量薄弱，断层严重，年轻⼒量稀缺。

三、⼯作⽬标

1.聚焦课堂，深化德育课程建设，稳步推进课程改⾰。

2.聚焦师资，教师转变观念，打造品质课堂。



3.聚焦常规，有序开展教学教研常规⼯作，⼒争教学质量稳

步提升。

4.继续推进作业改⾰，减轻学⽣负担。

5.继续开展⼤阅读⼯程，培养师⽣良好读写习惯。

6.做好学段衔接。在前期“零起点”教学稳步推进的基础上，

着⼒做好⼀年级下学期稳定期的衔接⼯作。

四、具体内容及措施：

（⼀）推进课堂教学改⾰。

1.成⽴课改领导⼩组。由林世峰校⻓任组⻓，吕⽅副校⻓、

刘春玲主任任副组⻓，教研组⻓于芹、李申红、张晓敏及学科⻣

⼲教师孙宝荣、孙林艳、刘菲、陈润芝、姜⻜彤等为课改成员，

全⾯负责课改的实施。

2.提⾼备课效益。每次授课前，教师设计科学的教学思路，

在集体备课的基础上进⾏个性化的⼆次备课，做到⼀课⼀案，⼀

课⼀反思。

3.改变学习⽅式。

（1）个体学习与合作学习相结合。

（2）座位编排可以多样化。教师要常⾛到学⽣中间关注学

⽣的学习状况，拉近⽣⽣之间、师⽣之间的距离。

（3）倡导同伴合作和⼩组合作。

（⼆）落实教学常规，强化集体备课与教研。

1.加强教学常规化管理。



（1）规范教师教学⾏为。

教师要精⼼制定教育教学计划，认真备课、上课、作业批改

与指导。严格按照课程表上课，不得随意调课。注意教师的⾔⾏

举⽌。不得带⼿机进课堂。不得体罚或变相体罚学⽣。教导处每

⽉不定期检查⼀⾄⼆次，并对检查结果及时进⾏反馈，教学常规

检查结果教师年度绩效考评紧密挂钩。

（2）落实集体备课和教研活动。

考虑到我校班级数量较少，采取不同级部每周⼤教研，并与

市教研室安排的区域联盟教研活动有机结合，重点进⾏备课、磨

课、听课、评课和教学⽅⾯的经验交流研讨活动。要求各教研组

落实定时间、定地点、定主题、定发⾔⼈、定包保领导。

2.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

学校初步定于 4⽉份进⾏“推⻔听课”和第⼀轮“校级公开

课”。根据教学实际情况，评选出 90%的达标课、10%的不达标

课，以促进教师参与积极性。5⽉份进⾏第⼆轮“校级公开课”，

评选出 30%的学校⽴标课。

3.⼤⼒推进教育教学研究与信息技术 2.0的整合。

以课题研究为平台，积极引导教师在提⾼备课的实效性、课

堂教学有效性⽅⾯做有益的探索；⿎励教师充分利⽤丰富的电脑

资源，注重现代化教学⼿段的运⽤，加强学科与信息技术的整合，

提⾼电教设备的利⽤率。

（三）继续推动⼤阅读⼯程实施，积极营造校园⽂化。



1.加强组织领导，积极推进⼤阅读⼯程实施。

2.积极创设阅读环境，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

（1）学校开放图书室和“向阳书苑”阅览室，与语⽂⽼师配合，

建⽴起有序的借书、读书、还书的程序,并对学⽣借书情况进⾏

统计，作为评选“书⾹少年”的材料之⼀。各班级轮流利⽤中午时

间到阅览室进⾏阅读，写好借阅记录。

（2）各班建⽴班级“读书⻆”，围绕教材中相关阅读主题⿎励

学⽣为班级捐书，教师做好组织⼯作，培养班级图书管理员，保

证班级图书正常有序流通，以充实班级“ 读书⻆”，实现资源共

享。

3.明确⽬标，确保诵读时间。

（1）开设阅读课。每周开设⼀节阅读课，充分利⽤好阅读

课,组织学⽣采取阅读指导、阅读汇报、阅读交流、书评等形式

对如何科学阅读进⾏指导，布置画“贴贴乐”、“思维导图”等作业，

引导学⽣有思考地阅读，进⽽提升学⽣的阅读⼒和思考⼒。各班

注意收集好学⽣成果，做好阅读跟踪。

（2）经典诵读常抓不懈。语⽂晨读课 10分钟诵读经典、每

天中午经典诵读 10分钟。在诵读时间上，各班级灵活安排，充

分利⽤零碎时间，寻找机会让学⽣多接触经典，多读多背从⽽多

⽤，不增加负担，使经典诵读活动成为学⽣课外⽣活的⼀件乐事,

让学⽣⾃觉养成每天读书时间不少于半⼩时，坚持每天晚上回家



⾃主阅读或亲⼦阅读半⼩时，分享读书视频，促使读书成为学⽣

学习⽣活的常态。

4.丰富阅读活动形式。

（1）学⽣领读

开展⻄泊读书会朗读⽉活动，各班级选取优秀学⽣每天早

晨利⽤学校⼴播进⾏领读，营造良好的氛围，潜移默化的对学⽣

进⾏⽂化熏陶。

（2）班级共读

在各年级各班利⽤晨读时间实⾏经典诵读阅读活动；学校举

⾏中华⽂化经典诵读⽐赛，传播优秀⽂化的同时提⾼学⽣⽂化素

养。

（3）亲⼦共读

⿎励家⻓和学⽣共读⼀本书，营造良好的家庭阅读氛围，可

以在班级微信群、钉钉群进⾏视频、⾳频或照⽚打卡分享。

（4）教师阅读

教师共读《读书是教师美好的修⾏》⼀书，开学后进⾏交流

分享；依托⻄泊读书会，每天分享读书⾳频和⼼得感悟。

5. 强化基本技能训练。

学校坚持不懈地抓好语⽂书写、数学计算、英语⼝语基本技

能训练，落实每⽇ 15分钟的“暮写”练习、数学课前 5分钟的计

算能⼒训练、师⽣每⽇英语⼝语打卡⾏动；加强书法教育⼯作的

推进，学校 3-5年级每周安排 1课时的书法课，积极创设条件开



设软笔书法课；上好科学实验课，重视学⽣的动⼿实践能⼒，为

学⽣可持续发展打好基础。四⽉份组织全校⼩学⽣基本技能⽐赛

活动。

（四）推进作业改⾰。

认真落实“减负增效”的精神，严格控制学⽣在校时间和作业

量，杜绝题海战术、疲劳战术，杜绝加班加点、课内损失课外补

的现象。

1.成⽴作业改⾰领导⼩组。

学校加强组织领导，研究制定符合学校实际情况的作业改⾰

⽅案，推动我校作业改⾰实施。

2.作业量及时间控制。

⼀、⼆年级不留书⾯家庭作业；三、四、五年级语⽂、数学

书⾯家庭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 60分钟。

各级部集体备课时，要提前⼀周确定好本级部作业内容，每

周⼀上午将本周作业发家⻓群进⾏公示。

3.作业布置要求。

要使精⼼设计的作业，收到较好的效果，教师在布置作业时

要注意⽅式，讲究技巧。

（1）基础归纳性作业。⿎励学⽣以思维导图的⽅式对知识

进⾏归纳性总结，帮助学⽣更有效地学习，建⽴系统完整的知识

框架体系，加强学⽣对所学知识的整体把握。



（2）分层布置作业。⽅法：把过去同样内容、同样标准、

同样模式、同样分量的作业，改为三种不同难度的作业，由教师

指定不同层次的学⽣布置不同的作业。优点：让不同层次的学⽣

都能完成作业，体验学习成功的快乐。

（3）让学⽣⾃选作业。⽅法：⽼师按教学内容提供适量的

作业，只布置⼀个完成作业的最低量，让学⽣⾃由选择完成。特

点：学⽣⾃由选择，可改善作业效果，让学⽣享受做作业主⼈的

快乐。

（4）由学⽣⾃编⾃做作业。⽅法：指导学⽣⾃编作业，既

可合作编写，也可独⽴编写，然后让学⽣完成作业。特点：学⽣

在编作业过程中学会了知识运⽤、归类和整理，编题后的⾃做，

⼜巩固了知识。

（5）作业批改。科任教师要及时填写“班级作业审批记录”。

各年级要扎扎实实抓好写字⼯作，严格抓好学⽣的写字质量。作

业批改要认真、及时、正确。各班主任对各班作业进⾏协调审批。

四⽉份进⾏校内教师作业设计评⽐。

（五）以活动为依托，搭建师⽣共同成⻓平台

1.抓实学校德育，倡导活动育⼈。

坚持“全科育⼈”，注重发挥思政课主阵地作⽤，深化德育课

程⼀体化改⾰，建⽴科学的学⽣综合考评制度。每个学期初评选

上学期“弘志少年”，⽤评选促进成⻓，推动学⽣良好品质和⾏为

习惯的形成；加强家校联系，暑期进⾏家校联系活动，⼗⽉份进



⾏“万名教师访万家”⼯作，关爱学⽣健康成⻓，解读教育政策，

收集意⻅建议，点对点解决问题，切实提⾼教育满意度；加强少

先队建设，利⽤开学前两周，组织学⽣进⾏规范养成教育，认真

贯彻《⼩学⽣守则》《⼩学⽣⽇常⾏为规范》，注重⾏为习惯，

开展养成教育，深⼊学习实践。以体验教育为依托，有计划地开

展各种主题教育活动。着⼒加强中队建设，拓展少先队教育阵地,

巩固红领⼱⼴播站、国旗下演讲、板报等宣传教育阵地的作⽤。

实施“红领⼱⽂明岗”的⾃主管理，培养队员的组织认同感和归属

感，充分发挥少先队员组织的引领作⽤。

2.抓好综合实践、劳动教育活动，使活动序列化。

开学后第⼀周以班级为单位开展⼀次假期综合实践活动评

⽐、汇报、交流活动，督促教师对假期活动进⾏全⾯检查，对活

动中的优秀班级、优秀学⽣，表彰奖励，以激励带动其他学⽣。

本学期要充分发掘当地资源，结合综合实践课，组织学⽣开展丰

富的综合实践活动，要求本学期每个班要上交五种以上学⽣综合

实践作品。积极组织师⽣参加五⽉份的劳动实践艺术节。

3.落实艺体⼯作，举办多彩活动。

开⻬开⾜⾳体美课程，在实现课堂教育正规化的基础上，努

⼒提升⾳体美教育教学质量，提⾼学⽣审美能⼒，⼼理健康和社

会良好适应能⼒，增强身体健康。

艺术⽅⾯：举办丰富多彩的艺术实践活动，培养和发展学⽣

的艺术兴趣和特⻓，指导学⽣掌握更多的艺术技巧。本学期举办



国庆节、元旦绘画⽐赛;做好校园艺术节的设计和组织活动，营

造良好的⽂化氛围，促进学⽣的全⾯发展。

体育⽅⾯：坚持“两操”，落实每天学⽣有⼀⼩时的体育活动；

积极开展学⽣校园⼤课间活动；开展丰富多彩的课间⽂化活动，

如让跳绳、踢毽及各种球类⾛进学⽣的课间，坚持让每个学⽣在

体育活动中得到锻炼，身⼼和谐地发展；做好体育器材管理⼯作，

有标准、有计划地配置器材、设备等，落实场地、器材、设备的

管理制度，确保其最⼤的使⽤率和安全性；学校定期开展各类型

的体育竞赛，如拔河⽐赛、跳绳⽐赛等活动，通过活动来活跃学

校⽂体⽓氛，不断提⾼学⽣的竞技⽔平，提别要做好本学期的秋

季运动会组织开展⼯作。

4. 抓好校本研修。

校⻓是校本研修第⼀责任⼈，根据教科研中⼼培训计划和学

校教师发展需求，精准设计校本研修计划，深⼊课堂，抓好落实。

具体通过读讲研磨四轮驱动的⽅式，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形成富

有特⾊的校本教研⽂化。

（1）⽴于读。2023年，⻄泊读书会将引领教师阅读学科课

程标准和《核⼼素养导向的课堂教学》，开展“明素养·学课标”

活动，明⽩“为什么教，教什么，怎样教”三个根本问题。计划分

两批开展“我眼中的新课标”读书分享会。



（2）兴于讲。围绕课标学习、课堂教学、专业阅读等，每

⽉举⾏⼀期⻄泊讲坛，促进经验共享。⻄泊讲坛同时与外出学习

结合，建⽴“外出培训学习提升+⻄泊讲坛分享交流”模式。

（3）基于研。围绕烟台市“⼗四五”重点课题《核⼼素养视

域下⼩学数学深度学习的实践研究》开展课题研究，落实研究过

程“学期展示制”。

（4）成于磨。结合课标学习，开展“教师亮课·教研磨课”

活动，实施“案例反思+课堂改进”两条路径，向教研要⽅向，向

课堂要质量。

同时，学校将加⼤对教师的关⼼和关爱⼒度。⻄⾄泊⼩学⽼

教师多，对有困难的教师，学校将予以⽣活上的关⼼、⼯作上的

帮助、情感上的交流。对有成⻓意愿的教师，学校将予以业务的

指导和平台的搭建。

（六）做好学段衔接研究

在前期“零起点”教学稳步推进的基础上，着⼒做好⼀年级下

学期稳定期的衔接⼯作，围绕身⼼适应、⽣活适应、社会适应、

学习适应四个⽅⾯开展相应的主题教育活动。⾛进幼⼉园、初中

亲历课堂，开展联合教研活动，探索幼、⼩、初学段的教学衔接，

为幼⼉园⼩朋友和五年级学⽣能够较快适应⼩学、初中⽣活做好

铺垫。



五、组织保障

1.⼈员保障。成⽴教研督导落实⼩组，负责各项教研⼯作的

制定、落实、督导。

组⻓：林世峰

副组⻓：刘春玲

组员：孙宝荣、于芹、陈润芝

2.制度保障。制定教研⼯作激励评价机制，纳⼊教师年度考

核。

3.经济保障。学校定期拿出资⾦，⽤于购买相关书籍，⻣⼲

教师的外出培训等。

六、⼯作配档表

周次 起止时间 活 动 安 排

1 2.13-2.17

1.召开全体教职⼯⼤会，传达教科研⼯作要点及本学期学
校教学⼯作重点。布置新学期⼯作安排。

2.教研组⻓会议，落实各项教学常规和课堂常规。

3.各学科集体备课。

4.线上家⻓会。

2 2.20-2.24
1. 各学科集体备课。

2. 开学典礼暨弘志少年颁奖仪式。

3 2.27-3.3

1. 校⻓推⻔听课

2. 各学科集体备课。

3. 参加区域联盟教研活动。



4 3.6-3.10

1. 召开⼤阅读⼯程推进教学⼯作会议。

2. 各学科集体备课。

3. 参加区域联盟教研活动。

5 3.13-3.17

1. 教学常规检查。

2. 各学科集体备课。

3.第⼀轮校级公开课。

6 3.20-3.24

1.各学科集体备课。

2. ⻄泊读书会分享交流。

7 3.27-3.31

1. 各学科集体备课。

2. 经典诵读⽐赛。

3. ⻄泊讲坛

8 4.3-4.7

1. 各学科集体备课。

2. 数学⼝算能⼒⽐赛：我是⼝算⼤王。

3. ⼼理健康教育主题活动⽉

9 4.10-4.14

1. 各学科集体备课。

2. 语⽂书法技能⽐赛。

3. 阅读教育主题活动⽉。

10 4.17-4.21

1.各学科集体备课。

2.英语⼝语技能⽐赛。

3.教学常规检查。

4.班主任论坛暨教师⼼理沙⻰。



11 4.23-4.28

1. 作业设计评选。

2.各学科集体备课。

3.世界读书⽇活动。

4.⻄泊讲坛

12 5.4-5.6 1.劳动教育⽉启动。

13 5.8-5.12

1. 教学常规检查。

2.各学科集体备课。

3.第⼆轮校内公开课。

14 5.15-5.19
1. 各学科集体备课。

2.课堂教学改⾰经验交流会。

15 5.22-5.26
1. 做好复习阶段指导和交流⼯作。

2.推⻔听课活动。

16 5.29-6.2

1.各学科集体备课。

2.课题研究阶段性总结。

17 6.5-6.9

1.各学科集体备课。

2.⻄泊讲坛。

18 6.12-6.16
1.各学科集体备课。

2.参加于学科核⼼素养的课堂教学改⾰观摩会。

19 6.18-6.21 1.召开期末复习⼯作会议



2.单元拓展整合阅读⼯程经验交流。

20 6.25-6.30

1. 做好期末总结。
2. 期末教学材料评⽐。
3. 教学改⾰经验总结⼤会。

21 7.3-7.7

1. 组织期末学业⽔平测试。

2. 做好考务安排、试卷分析、成绩统计等⼯作。

3. 做好各类⼯作总结，收⻬各类⼯作计划、总结及各项
资料整理归档⼯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