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 台 市 莱 山 区 第 二 实 验 小 学

2024-2025 学年第一学期教学工作计划

本学期，我校将继续紧紧围绕区教研室工作重点，立足我校实际，

对照新形势、新课标、新教材、新要求，关注“素养导向、学科融合”，

围绕“ 四项工程”“三个优化”和“多元评价”，扎实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全学科联动推动学校“润心”课程建设，奋力推进学校

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

一、“四项”工程助推师生全面发展

本学期，我校将以“‘润心’品牌学生全面成长引领工程”、“‘1+N’

教师卓越成长支撑工程”、“‘阅读悦美’师生共读共成长桥梁工程”、

“大模型智慧课堂创新构建工程”四大工程为抓手，助推师生全面发

展。

（一）润心启智，筑基未来——学生全面成长引领工程

本学期我们将继续扎实落实“润心”育人文化，精心打造“润心”

系列课程体系，通过“润写、润读、润智、润劳、润体、润艺、润心·食

欲、润心·悦耕、润心·研旅、润心·服务志愿”十大课程体系，通

过丰富的书写、阅读、益智、劳动、体育、艺术活动，结合节日美食

制作、农耕体验、研学旅行与志愿服务，让学生在多元活动中体验成

长，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全面促进学生的素养提升与个性化发展。

（二）“1+N”赋能，共筑师魂——教师卓越成长支撑工程

深化“青蓝工程”，建设“1+N”教师卓越支撑工程，助力老中

青新各个阶段教师专业发展。打破传统“一对一”模式，升级为“1+N”

教师卓越成长支撑工程”。其中 1 为名师导师，由本学科领导或名师

领衔，负责全面知道学科组青年教师的教育教学提升，并督促成长导

师落实指导青年教师的工作责任。“N”为成长导师团队，由本学科

骨干教师根据个人擅长的教学方面负责青年教师某一方面的专业提

升，如授课技巧、作业设计技巧、学生管理、职业态度、同事交往等



等。

通过“1+N”教师卓越支撑工程计划，激活每个发展阶段教师的

发展活力，实现整个教研团队的持续高质量发展。

（三）阅读悦美，心灵共鸣——师生共读共成长桥梁工程

1.分级阅读体系提升学生阅读素养

在分级阅读体系构建下，细化我校全学科分级阅读推荐书目，各

学科以级部为单位推动学生全员分级阅读活动，每个级部一学期至少

组织一次分级阅读主题活动，同时完善分级阅读测评体系，各学科推

出分级阅读测评卷，通过测评反馈进一步完善分级阅读体系构建，切

实提升学生阅读素养，涵养人文精神。

2.教研组共读提升教师专业阅读素养

加强教师阅读，提升专业理念。数学组共读：《我这样教数学-

华应龙课堂实录》《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案例式解读》；语文组共

读：《全国模范教师的小学语文教学智慧》；英语组共读：《义务教

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课例式解读》、《改什么、为何改、

如何改》，扎实做好读书笔记，各教研组要学期末前围绕共读书目设

计并开展具有学科特色的读书汇报活动，活动要体现在教研组新学期

配档中。

3.工作坊建设领航先锋阅读，全面提升教师阅读素养

大力支持“晓得”工作坊建设，策划特色主题阅读活动，激发教

师对书籍的热爱，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工作坊将结合本学期工作坊阅

读主题和教师阅读兴趣，继续提供丰富的阅读材料，拓展教师的专业

阅读面。

（四）智驭未来，大模型领航——智慧课堂创新构建工程

1.以工作室为引领，助推“大模型”智慧课堂建设

规范“简雨信息技术工作室”建设，引导工作室建立活动制度，

招募新成员并建立工作室考核机制。本学期将继续聚焦“AI大模型”

赋能的课堂教学研究，为学校各学科教学与技术融合做好技术引领。

“简雨信息工作室”要围绕“大模型”“数字工具”“教师发展”等



主题明确活动，设计配档并扎实开展活动。

2.以“青椒”为主体，汇集“大模型”使用资源库

“青椒”以青年教师成长共同体和 38 岁以下青年教师为主，结

合上学期个人使用 AI大模型情况录制应用解说视频，通过评比，精

选出一批案例并设置辅助智慧课堂建设的大模型资源库。

3.优化学校数据资源库建设

完善原有 FTP 资源平台建设，各教研组要掌握 FTP 平台的使用方

法，精选本学科教学资源，并在 FTP 平台创建本学科特色资源库。

增设“教研云”平台建设，教师全员加入“教研云”平台，设置

个性专项资源库。

4.实验校建设推动学科智慧课堂特色发展

扎实推进信息技术示范校、省级小学英语学科育人示范校（技术

赋能方向）建设，设置校长—分管副校长—分管领导—学科教师直线

责任制，围绕技术赋能课堂教学开展课题研究和教学活动，要以市级

“十四五”新立项专项课题《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助推教师发展的

校本培训课程开发研究》《数字化教学工具辅助的小学英语课堂教学

实践探究》为杠杆，撬动“智慧+”课堂建设及技术赋能小学英语学

科育人教学的实施，推动“全环境”育人智慧课堂的特色发展。学校

教科研分管领导要把好关，课题主持人、主要成员要做好落实，保证

课题扎实推进，做出成效。

二、多维度优化促进真提升

（一）优化团队管理，真教研推动真发展

1.深耕校本教研路，落实每周教研制度

本学期是一个特别的时期，新一年级及新三年级都面临着较大的

教材改动。在新课标、新教材背景下，语文、数学、英语等各学科教

研组要把握其精神实质和基本要求，组织好“经常化、系列化、主题

化”的教研活动，将新教材、新课标的要求落实到每一节课中，提高

教研活动的质量，提升教师专业水平，践行新一轮课改。

2.踏实课题研究路，以课题研究推动课堂改革



充分发挥教育科研工作在推进课程改革中的先导地位。

（1）推动已结题“十四五”课题成果落地。

教研团队共同琢磨、探讨研究，进一步在课堂上推广实践我校“十

四五”课题研究成果，使课题研究真正助力课堂教学。

（2）推进新立项课题研究，夯实研究过程。本学期新立项两项

数字化专项课题：一项是教师发展方向，一项是数字化课堂建设方向，

教务处将做好各课题的开题、中期研究工作督促，以提升课题研究质

量促进教师科研能力提高

（3）做好“微课题”常态研究。

以教育教学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为课题，以“微项目”为载体，形

成“研究到课堂中做、答案到课堂中找、成果到课堂中用”的科研文

化。各教研组确定好“微课题”切入点，深入挖掘课改典型成果，在

教研组活动中展示推广，促进研究成果的共享与运用。

3.推进“THT”教研形式，促进教研组全员教研

借鉴名校经验，各教研组在每周的教研活动中运用“THT”

（Teachers help teachers）教研形式，让每位教师都成为教研活动

的参与者，每个教师都能发表自己的意见。各教研组在教研活动中进

行上周问题集中讨论—本周教学级部汇报—进行“作业设计”“评测

效果”“课堂特定环节”等展示—教研组讨论并确定最佳模式，通过

完善教研形式让每个教师都能成为教研活动的观察者和思考者。

（二）优化学习方式，真问题促生真学习

1.开展特色活动，丰富学习体验

各学科本学期要继续规范化与高效化开展常规学科活动，深入挖

掘学科特色，分析好学生实际学习中发生的真实问题，以解决“真问

题”为切入点，面向全体学生开展具有学科特色，富有实践性、思维

性、自主性、教育性、学科性和趣味性的特色活动。如语文组诗词大

会、阅读比赛；数学组计算比赛、讲题小达人；英语组阅读比赛、听

力比赛、“小先生”微课堂等，鼓励道德与法治、传统文化、科学等

学科开展具有本学科特色的活动，让课本“活”起来，让学生“动”



起来。

各学科开展活动具体流程要清晰，提前拟定好计划、流程方案，

做好总结宣传，留有过程资料。各学科分管领导要参与到每项活动的

设计，做好管理督促，教研组活动效果计入教研组考核。

2.推进全学科项目式学习，促进深度学习

实施全学科项目式学习（PBL），教研组从级部实际出发，以级

部为单位确立好学期 PBL 主题，设计学生项目式学习任务配档，从目

标、驱动问题、阶段、资源配置等方面设计 PBL 任务，有序开展探究

活动并做好资料存档。

（三）优化作业设计，真探究提升真能力

1.提升教师作业设计实施能力。

秉持“减负不减质，减负不减责”的理念，各学科教师要基于课

程标准和五项管理的准确把握，统筹考虑关键要素，充分发挥作业的

育人功能，设计基础性、实践性、拓展性、项目式等类型的作业，使

作业成为学生自主学习、检测教学效果、精准分析学情、改进教学策

略的重要途径。

2.培育作业设计典型样板。

适逢新教材新练习册发布，各学科在设计特色作业时必须充分研

读好新教材与新练习册，避免特色作业与练习册任务重叠，要实现学

生作业分层、个性化指导。本学期重点：语文组在原有《读写乐园》

的基础上根据时令变化、时政或其他特定主题设计项目化作业；数学

组：修订《数学思维乐园》并印发使用；英语组：修订 3-5 年级《英

语素养手册》《英语阅读素养手册》并印发使用。

三、多元化评价赋活真成长

1.准确理解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政策，深化素养导向的教学评

价研究。倡导评价促进学习的理念，以“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创

建”回头看为契机，组织各学段、各学科命题大赛，加强命题技术与

实践性评价研究，探索体现学生分析问题、知识应用、问题解决等综

合素养的命题策略，推动教学工作改进。



2.创新无纸笔测评形式。做好“乐考”典型案例完善，在一、二

年级运用开放式的表现性评价，对学生进行学习能力测评，关注学科

融合，集实践性、趣味性、探究性为一体，丰富学习效果评价，提升

学生学习体验。

3.全面落实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要求，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

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注重对学习过程的观察、记录与分析，

增强教学针对性。在提高作业设计质量、提升命题质量、创新评价方

式方法上做足功夫，促进“教-学-评”有机衔接。强化素养导向，注

重对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的考查。建立以发展核心素养

导向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着力培养创新型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