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烟台第十中学 2022-2023 学年
第一学期教学研究活动及成果

青年教师要始终对阅读保持一颗虔诚的心，在

喧嚣中坚守读书的意义。

教师既是“教书人”又是“读书人”，读书是教师天

然的职业要求和生存状态。

青年教师的成长要做到“知行合一”，教师的“知”，

首要就是向书本学，就是阅读。

在我们教室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在别人的教室里早就

发生过，在另外一些人的教室里还会继续发生。不善于读

书学习的教师，总是拿着一张教育的旧船票，每天重复昨

天的故事。而善于读书学习的教师，就能够从前人的教室

吸取经验教训，通过阅读不断思考，在大师的肩膀上攀升。



145 天前，我们和七位青年教师约定：共读一本书《让

教育真实的发生》，从自己最感兴趣的问题入手，寻找到

可以借鉴的他山之石。

145 天中，七位青年教师开启了最佳的专业研修路径

——阅读+行动学习。从 2022 到 2023，这场跨年的阅读

之旅，他们把书作为“练习手册”，就一个教育话题，先

进行自我梳理，再付诸行动，进而萃取出自己的核心经验，

更进一步在实践中尝试提炼出方法、步骤、工具、策略。

145 天后，作为青年教师素养提升的系列活动之一，

4 月 6 日下午，烟台十中七位青年教师聚集在一起，进行

了一场以“行动学习：真实有效的教师成长”为主题的阅

读+案例分享主题沙龙。

No.1

从生活中学习生物学●周小童

十中新青年系列



周小童老师从课程标准里寻找理论依据，结合学校“三

三回应式”课堂建设，带领学生透过实际生活情境来学习和

实践生物学知识，“变色的藻类植物”、“花与爱”、“生

理盲点”，这些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知识走出课本，走进学生

的心里，使学习变得更加有趣和实用，这也是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和动力的最有效方法。

No.2

对听说课教学的初探●周双琦

十中新青年系列

周双琦老师根据学生听说现状存在的问题，从接近实际

生活的情景语境、个性化听说任务、趣味性展示活动三方面，

对听说课教学进行了初步探索。在英语课堂上，创设几近真

实的情境，让学生自发产生交际的动机和欲望，学习语言，

才不会那么苦！



No.3

历史课堂的情境化教学●徐爱玲

十中新青年系列

徐爱玲老师做了一个历史课堂情境化教学的微课题展

示，从理论到实践再到反思，呈现了一个完整的教学问题研

究过程。

历史课堂上，教师若能有目的地引入或创设具有一定情

感色彩、设疑启智的具体场景，可以为学生带来情感态度体

验，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教材，并使学生的心理机能得

到发展。



No.4

“多措并举” 赋能体育课堂●郭君岩

十中新青年系列

郭君岩老师分享的也是一个微型的课题研究：

提出问题——国家对中小学体育与健康这门课程越

来越重视，但学生们把体育课当成了自由活动的时间，学

生对于体育课的学习态度和表现与国家的重视程度相背

离！

分析原因——学生对学习内容不感兴趣，个体需求不

一；个体技能素质差异大，少数学生选择“躺平”。

解决问题——目标分解，课课达标。将体能各项目学

期大目标进行分解，落实到每节课中；设置球类兴趣小组，

自主管理，因材施教。各兴趣小组选举 1-2 名小组长，每

节课练习活动中，教师负责提出练习要求，加以指导，小

组长负责带领小组成员练习。

实践效果——学生的体能和技能均得到提升，学生对

体育课的兴趣也越来越高，参与度也越来越好。



No.5

让教育真实的发生●刘文茹

十中新青年系列

刘文茹老师谈了阅读这本书的认识：教师开始更多关注

研究学生的学习过程，教学空间需要更加关注每个学生如何

拥有学习知识的方法，更加关注通过什么途径支持学生构建

起个人知识，更加关注知识传递过程中的创造性。

结合阅读，刘老师分享了自己在分层教学、科学思考方

式、戴上化学眼镜，“阅读”这个世界、知识结构化、过程

性评价等方面的一些做法，当然这些问题都需要在今后的教

学中进行具体而深入的研究与实践， 路远且长,行则将至。

No.6

让思维再飞一会●谢明鑫

十中新青年系列



谢明鑫老师通过读这本书，想解决“三三回应式”课堂

“怎样才能实现有效的深度学习？”这是个问题，更是个难

题。谢老师进行了大胆的尝试，课堂上把学习交给学生自己，

让他们自己提出问题，自己解决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或者难

题，使得学生的学习由被动变主动，当然这个需要老师的引

导。谢老师还希望可以做出真实的产品，比如利用学校的电

视台制作一个学校版的百家讲坛等，可以尝试，只要想做，

一定会成功。

No.7

让教育真实的发生●慕晨

十中新青年系列

慕晨老师对《让教育真实的发生》这本书做了非常精准

的解读:



教育是怎样发生的——我听到的会忘掉，我看到的能记

住，我做过的才真正明白，但是如果没有学生的主场，一定

不会有真正教育的发生。

让学习真实发生——学习不等于“上学”，让学习通过

深层次的深入理解和内化，进行真实的运用，输出和表达；

而非流于表面，流于形式主义，享受假装很努力的感觉。

慕晨老师进行了分区分学案，分组分层的尝试，最后反

思“如何做才能促进学习的发生？”

慕晨老师总结出五点收获：

1. 一定要控制教学节奏

2. 教师讲得少、讲得精是促进学习发生的先决条件。

3. 学生是否消化听和读的内容是衡量学习发生的重要

标志

4. 对于学生课堂中某个活动的表现教师不要急于给出

评价意见。

5. 通过搭建平台创造机会让学生交流、体验语言学习、

语言训练的过程。



会后，教研室丛长清主任对青年教师的专业成长提了三

点建议:

1.不断提升自己的教育技能。

提升教育技能，最好的方式是阅读+行动学习，把以解

决问题为目的的读书与实践结合起来:一在身边找问题；二

带着问题来读书；三在读书中获取某种观点、立场与方法；

四用这种观点、立场与方法来行动与反思;五在反思中改

善行动。

2.多与经验丰富的老师交流。

青年教师要主动跟师傅讨论课程和教学策略，分享经验

和成功故事，并寻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3.给自己多一点时间。

避免太过急切地想取得成绩，想获得奖励，给自己多一些

时间去实践，慢慢地成长和进步。



曲乃龙副校长对青年教师寄予两点期望:

一是要立足常规，走好脚下的路；二是要做好教科研，

做一个仰望星空的追梦人。

“人生就像一只储蓄罐，你投入的每一分努力，都会在未

来的某一天，打包还给你。”

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不争小事的先，才能争长远的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