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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小学 2024-2025（上）“双常规月”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教研室小学教研工作要点》和《实验小学教育教学工作计划》为指导，

以“严格、规范、细致、高效”为目标，以“反复抓、抓反复”为举措，规范教

师的教学行为和学生的学习行为，切实提高学校的教学常规管理水平，为本学年

的常规教学指好路、定好标、开好头。 

二、具体内容与措施 

（一）制定计划，明确目标 

本学期，以“聚焦学科核心素养”“高效课堂建设”“学习习惯养成”“作

业设计与实施”“关注学业质量”“单元拓展整合阅读”为重点，学科领导、教

研组长统一制定本学科和教研组的教学、教研计划，教师制定个人教学计划。开

学一周内，每名教师要制定学期教学工作计划、单元教学计划，计划的制定要切

合 2022 版新课程标准要求，对本册教材有统筹的规划，包括课标分析、教材分

析、学情分析、教学重难点、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活动设计、教学时间安排等

基本内容。做到对本册教材的设计安排心中有数。 

措施：9 月 6 日，学科领导（教学计划、主题教研计划）、教研组（教研组

计划、教研组主题教研计划）、教师个人教学计划，纳入目标责任制考核。 

（二）夯实教学常规“四个一” 

规范教师教育、教学、教研的各类常规，规范学生的各类作业，尤其重视

做好“四个一”——第一次备课、第一次上课、第一次作业、第一次主题教研。

备课体现实用性，做到“精研精讲、课案一致”，将“备课标、备教参、备学情”

三者融合，有效组织课堂，以关注学生学习情感、关注学生学习行为、关注学生

学习能力为最终落脚点，打造常态化高效课堂，为迎接“推门听课”做好准备。 

1.备课。按照各学科领导制定的常规基本要求进行超周备课，要求教学目

标有指向性，教学活动有实效性，评价任务有针对性。备课时要充分研读课标、

研究学情、设计教学活动、评价任务，在“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素养导向”

下，设计情境式、主题式、任务式教学活动，实现“教学评一致性”。 

措施：9月 6日，检查教师备课，纳入目标责任制考核，对不合格的进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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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跟进，整改。进行不同形式的常规检查评比。 

2.上课。 

（1）调课。所有教师要按照课程表上课，不得私自调课、代课，更不得空

课。若有特殊情况需要调课的必须向级部主任申请调课，填写调课单。除学校集

体活动统一规定外，凡是没有调课单的，与课程表安排不符的，本节课按旷工处

理。 

（2）候课。上课教师不得拖堂，下节课上课教师提前 2分钟在教室门口候

课，体育课、实验课、信息技术课等任课教师需将学生有秩序地带到教学地点，

不得迟到早退。 

（3）上课。上课期间不得接打电话、玩手机、做其他事情，不坐着讲课，

不得中途离开教室。 

（4）教态、教学用语。教态亲切自然，举止文明，穿着得体；使用普通话

上课，课堂语言规范文明，不说脏话、粗话。 

（5）教学行为。尊重爱护学生，不讽刺挖苦、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与家

长相处时有礼有节，按相关规定真诚理性面对。遇到特殊问题按程序立即上报，

不得瞒报、迟报。 

措施：每周不定时对上课进行检查通报。 

3.家庭作业。（正规作业按照各学科常规基本要求认真落实。） 

（1）数量。严格落实“双减”与“五项管理”等相关规定。一二年级不留

书面家庭作业；三四五年级语文、数学可以布置总量不超过 1小时的书面家庭作

业，其他学科不得布置任何书面家庭作业。不得布置机械重复性作业，禁止布置

惩罚性作业。 

（2）内容。按照学校下发的《实验小学家庭作业备课、批改手册》进行作

业备课与批改，预习性、巩固性、拓展性、实践性等形式相结合，每日做好作业

布置备课，三四五年级学生将家庭作业记录在家庭作业本中，包括日期、必做、

选做、用时、家长签名。 

（3）书写。严格落实“提笔即练字”的要求，对不合格作业，要求学生必

须重新写，直到每一名学生过关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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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批改。家庭作业要全批全改，对学生的作业情况进行记录，对优秀作

业、问题作业进行整理反馈，记录在《作业备课批改手册》中。 

（5）审批。级部主任负责对各级部的作业进行审批、审查、签名，对班级

每周作业公示单、家庭作业备课批改手册按时审查签名，发现违规现象及时整改，

不得盲目审查。 

措施： 

（1）建立家庭作业公示制度。双休日、小长假、寒暑假由教研组长带领组

员布置，由学科领导、业务副校长审核通过后，按时公示。 

（2）严格实行责任追究制。对于因作业超量、布置未批或批改不及时、不

认真等问题而引起的网上民声、市长热线、家长投诉等舆情，学校将按教学责任

事故问责。 

（3）开展书写优胜班级月表彰活动，颁发流动红旗。 

4.主题教研。各学科领导及教研组围绕“规范、效率、质量、发展”四大

主题，细化各教研组内研究主题，以“提升核心素养”“提高学业质量”为抓手，

从课前准备、课堂教学、作业布置与辅导、教学评价、教研教改、督查指导等六

个方面规范教学管理，提高教师业务素质，为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习能力

而努力。 

一是定时间。语文每周三下午 1、2 节课，数学每周四下午 1、2 节课，英

语及其他学科由学科领导根据教研需要每周自主组织时间。 

二是定主题。集体备课的主要任务包括疏通教材、试题命制等。集体备课

时要先由教研组长、骨干教师进行一备，然后集中研讨进行二备，上课后再进行

三备，形成最终备课。主题教研要结合新课程标准确定相关的主题，形成学科教

研特色，不能短期效应、一打一撩，要围绕大主题、深研小策略、着眼学生成长

和学科质量。 

措施： 

（1）落实集体备课制度，将备课质量纳入教研组与教师考核。 

（2）将集体备课与课堂授课比赛相结合，采取捆绑式评价。学科组内集体

教研一个单元，围绕单元主题，实施单元整体教学，采取情境式、主题式、任务

式、项目式教学，适应新课程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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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落实“好习惯百日行” 

立足教学实际，抓好学生的学习习惯，在全校关注“书写习惯”“每日阅

读习惯”的基础上，低年级关注“认真倾听”和“朗读指导”，高年级强调“结

构化导图”和“负责任表达”。将导学作业与课前预习习惯结合，教师备课与学

生课堂听讲习惯结合，作业与书写习惯结合，习作练笔与读书习惯结合，提高各

类活动在教育教学及学生学生中的实效，将每次活动、每个措施落实到位，为学

生的习惯培养助力。 

1.晨间活动。 

(1)早晨进教室迅速交作业，准备好第一节课的书籍用品后根据安排进行自

主学习。晨诵时间，可大声诵读课文、古诗词、新闻播报等，声音响亮、感情充

沛、姿式端正。 

(2)上课预备铃响后，文艺委员带领学生唱歌，歌曲健康向上。唱歌时，挺

胸站直、声音宏亮、充满激情。唱歌结束后，做眼睛保健操。要求动作规范，节

奏合拍，穴位准确，全身放松，双目闭合，两脚平放，预备姿势和结束前双臂相

迭放在桌上（左上右下）。 

2.课前准备。上课前将学习用品摆放好。铅笔盒放在课桌左上角，课本放

在中间，物品摆放整齐、桌面干净整洁。要爱惜学习用品，不浪费，书籍本子要

整洁，不随便撕毁、涂画。 

措施：每周不定时进行晨诵、课前歌、眼保健操、课前准备检查，月末统

计纳入班级考核。 

3.上课。 

（1）入室即静。铃声就是命令，上课铃声响，迅速回到教室，“收心”进

入学习状态，师生问好，庄重有礼。 

（2）上课“六要”。坐姿要端正，听讲要认真，书写要规范，发言要积极，

回答问题要声音响亮，小组合作要积极参与。 

（3）课堂礼仪。上课铃声响师生各就各位，学生见教师进教室，班长喊“起

立”，师生问好，教师说“同学们好”，学生齐说“老师好”；下课铃声响，老师

宣布“下课”，学生们齐说“老师再见”，教师再说“同学们再见”。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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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语文低年级重点抓书写习惯培养与朗读能力培养。语文中高年级重点

抓书写习惯培养与表达能力培养。 

（2）数学重点抓导学作业、错题归类等习惯培养。英语重点情境朗读能力

培养。 

4.下课。先准备好下节课要使用的学习用品后，再参加课间活动。进出教

室讲秩序，不拥挤、不推搡、不在走廊内疯跑闹，不在厕所内玩水、疯闹。 

5.规范书写。认真上好书法课，认真检查每一本家庭作业，严格要求，不

打折扣。通过定期开展规范书写大赛，检测各班级书写质量，提高学生的书写水

平。 

6.每日阅读。根据语文教材读书吧与阅读链接要求，设置“1+X”阅读内容，

即 1篇课文带一本好书。让学生读有兴趣、读有方法、读有交流。提高阅读数量

和阅读质量。通过读书打卡、读书交流、读书展示等活动切实培养学生的读书兴

趣。 

三、表彰激励 

1.称号：教学“双常规”活动月优秀班级、优秀学生。 

2.标准：根据师生教学常规检查、学生学习常规检查、各类评比活动综合

评价。 

3.考核：综合成绩纳入班级考核，各类单项成绩纳入教师个人常规考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