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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年度，我们继续以课例研究为抓手，积极探索基于核心

素养“教-学-评-研一致性”的深度学习模式，以“研”字为总

领，做好课堂教学工作。 

1.“研”读目标 

2022 年秋季，各学科新修订的课程目标正式使用，新的学

年度，我们将认真深入地学习修订后的课程目标，围绕新课标的

修订内容展开系列学习活动：一是业务学习内容，充分体现课标

学习，希望全体老师在摘抄学习过程中思考、理解、体悟，用课

标指导和引领教学过程。二是专题解读课标，新学年度中，我们

以学科教研组为阵地，分别开展各学科的新课标学习与研讨，充

分领悟新课标精神，用于课堂实践。三是学科课堂实践，以学科

课堂研讨为契机，将课标浸润课堂实践中，诠释课堂教学的目标

意识、质量意识、发展意识。 

2.“研”讨课堂 

（1）精准解读教材，认真备课 

根据国家课程实施管理规定，在开足开齐各类课程的纲性规

定和前提下，我们老师要发挥各自的优势和专长，上好各类课程，

经营好每一节课堂，让课堂成为师生共享生命成长的诗意园地。

精准解读好教材，从教材里抓取有价值、有意义的学习主旨内容，

开展学科集体备课研讨活动，每个教研组务必坚持每周两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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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体通课时间，时间长短根据内容难易程度具体确定，研讨形

式灵活选用，数据高速发展的时代，线上与线下相结合，争取集

体备课效益的最大化和最优化。新学期里，分管教学的领导每周

至少一次要参与到年级组的集体备课研讨中，与年级组老师同研

究、同进步。学校也将分学科进行教材的专项内容解读，为老师

们备好课夯实基础。在集体备课的基础上，老师们要结合自己的

特点与班级学情的不同，进行深入地个性化修改，将自己的理解

与集体的智慧融会贯通，产出高效能的备课设计，特别建议参加

工作不足三年的老师，尽可能在集体备课的基础上，自行备课，

提升备课水平。 

（2）定位目标和质量，认真上课 

课堂教学是学校的重心工作，本本份份上好课，是每一位教

师的底线。定位目标和质量，上好课，这里的目标和质量，不单

纯地理解为知识指标，而是一节课上看学生思维、情感、方法的

发展与提升，这样的课堂具有这样四点标识：一是运用先进的教

学理念；二是选用科学的教学方法；三是设计有思维的问题主线；

四是具有浓厚的反思意识。 

四个方面相辅相成，浑然一体于课堂内，亦是一节好课的鲜

活标准，更是体现学科核心素养发展的具体指标，操千曲而后晓

声，每一节课堂的认真，累积起来的是教师破茧成蝶的专业收获，

是学生学科形成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老师们，坚持研究，坚

持发展，职业的幸福指数一路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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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后，学校会认真准备参加语文、数学市级（大约 10 月

份）和区级（大约 11 月份）大比武比赛工作，认真做好校内学

科教学大比武和跨学科大教研活动，促进“教-学-评-研一致性”

的深度学习课堂教学研究。本学期，进行校内大比武优质课比赛

的是语文、音乐、美术；进行主题大教研活动的学科是数学、英

语、体育。 

3.“研”究作业 

新学期，学校要将作业管理作为教学常规管理的重要组成部

分，加强对作业的管理和监控力度，制定切实可行的作业管理与

实施细则，建立作业布置层级制： 

一是学科教研组共同商定作业设置内容，确定难易、完成时

间，由教研组长统一把关。二是班主任统一协调班级各学科作业

的完成时间和作业量，每周五天，语文、数学、英语三个学科的

作业量的控制可根据情况自行调整，以保证每天作业总量不超过

1 小时（周末和节假日的作业完成时间可延长到 2 小时。）三是

年级组长了解年级组各班级的作业设置情况，平衡好班级间的作

业布置与批改。四是教导处要不定期指导、抽查、评定各年级、

各学科的作业设置、完成、批改等情况，督促老师们按照规定做

好作业研究，让作业真正成为学生学业巩固与提升的平台。 

每一层级管理，都要留有过程性记录，认真填写作业备案、

批改记录、抽查记录等，同时，作业的设置要充分考虑学生学习

的差异，以自主性、实践性、延展性为主要目标，科学安排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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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避免机械、单一，每一次的作业要有明确的要求和检查落

实，让学生有目标完成，养好作业的好习惯。另外，我们要将“作

业设计与管理”作为一项重点内容开展专题研究，根据“减量、

增趣、拓域、提质”的原则，从提升学生作业兴趣入手，不断创

新作业方式，精准设计作业内容，合理确定作业数量，严格控制

作业难度，指导具有端正的作业态度和科学完成作业的兴趣和能

力。 

学校将加强对学校作业设计与实施的研究与指导，以新学期

语文、数学、英语三个学科参加区级比赛的契机，加强优质作业

资源交流展示，共建共享，以研究促发展。 

4.“研”制评价 

（1）加强课堂过程性评价 

新学期，我们要继续加强课堂练习、单元整理与回顾的评价

方式的研究，扎扎实实研究学生学习差异性表现，落实好科学训

练，落实好单元检测、过程性检测、期末检测等评测内容的设计

与讲评，以评价为引领，提升课堂质量，推动“教-学-评-研一

致性”的深度学习课堂改革落地落实。 

（2）加强学科过程性评价 

以语文、数学两个学科建立起来的“基于学科核心素养下的

学科过程性评价”机制，是对学生学习的一种表现性评价，老师

们要格外重视，认真指导学生根据日常表现做好星级评定、写好

评价语言，引导根据评价指标做好自我反思，启迪后期学习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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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和方向。 

（3）加强质量评价的管理 

学校会不定期地开展随堂观课、现场评课、随堂检测等活动，

以即时性评价管理办法督促老师们上好课，讲究课堂质量。学期

中，我们也会按主题开展学科过程性随机评测，根据评测目标和

数据反馈，检验一阶段内的学科课堂教学情况，扬长补短，让课

堂质量持续发展。期末综合检测，三四五年级注重学科知识的全

面，随着年级的升高，知识检测的综合运用会占很大比重，需要

老师们的课堂日常功夫。一二年级的期末无纸笔考试，我们在上

半年的检测形式中会进一步反思，制定出一套科学、合理、操作

性强的“无纸笔”考试体系，一二年级的学科老师日常课堂在没

有任何教辅资料的情况下，更要上心、上心、再上心，打好基础，

确保质量。 

5.“研”发活动 

新学期，以学生发展为生长点，学校继续围绕传统文化、英

语、艺术、体育等学科开展丰富多彩的学生学科综合性学习活动，

积极创办校园艺术节、体育健康达标运动会等学生喜闻乐见的综

合性拓展活动，以活动推动学科教学延展性学习，为学生的学科

全面发展提供优质的学习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