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芦头小学教研活动 
在学校领导的直接领导下，在全体老师的共同努力下，

学校教学工作始终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和打造特色教育的

精品为目标，以实施课程改革和提升教育质量为中心，深化

教育科研，加强队伍建设，狠抓教育管理，开展了一系列教

学活动，取得了一些成绩，现总结如下。 

 一、重视学生习惯培养，常抓不懈 

每年的开学第一个月都是全校学生的“习惯养成月”，要

求各班主任带领学生学习《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和《芦头

完小日常行为守则》，并制定出相应的评比奖惩制度，促进学

生良好习惯的养成。针对小学生的特点，本学期学校重点针

对路队、课间、晨读午诵时进行检查评比，并结合学生会进

行的班级评比制度进行强化训练，及时查漏补缺。 

二、重视课堂教学效果，提高教师业务能力 

提高教学质量，首要的要提高教师的授课水平，提高课

堂效率，因为与之相关联的是，学校的教育教学成绩也不会

太理想。改变这一现状，我们首先需要提高教师的业务能力，

提高教师的课堂授课水平，向课堂要质量。 

我校开展教师听评课活动，对于年轻有潜质的语文老师

要求讲新课型，在推行大量阅读上做探讨，数学老师进行复

习课的梳理探讨。听评课活动确保“听课时全员到位，评课

时全员发言”。  



 

 

 

 

 

 

 

 

 

 

 

 

 

三、加强作业研讨，力求作业实用有效 

     （一）抓实抓细常规作业 

        1.深入学习，转变观念 

新学期开学之初，“双减”政策落地， “减负、提质、

增效”的六字方针，也对新学期的作业设计提出了新要求。

我校孙校长特别重视教育教学，他经常说：“改革有实效，

观念要先行”。开学初，我校积极组织全体教师认真学习教

研室下发的《作业管理规定》，将之作为我校新学期作业设计

的指导思想。 



   

 

 

 

 

 

 

 

2.骨干引领，细化标准 

发挥教研组长和骨干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细化作业的常

规标准。针对教师在日常作业中存在的疑惑，初静宜老师和

王艳霞老师分别进行了语文和数学学科作业要求专项培训。 

     

 

 

 

 

 

（1）年级组统一进度、统一标准 

    （2）内容上实行分层差异化作业，针对乡镇学校学生基

础比较薄弱的现状，对书写和内容提出更明确、更细致的具

体要求。一是必做类重基础，必须紧扣单元的学习重点，精



选习题，遵循的原则是易错的题就是我们需要重点练习的内

容，并且一定要注意将易错题变换形式，反复训练，避免单

一机械性的重复作业；二是选做类重能力，让学有余力的学

生有更广阔、更有弹性的发展空间。三是创新类重实践，注

重作业设置的多元化，以张扬学生个性、培养学生综合素养

为原则，力求让孩子们在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中，开阔眼界，

增长生活技能，促使学生在生活中学习，在实践中运用，在

开放中创新，真正把作业创新和减负增效落到实处，让孩子

们露出灿烂的笑脸，让校园充满欢声笑语。 

    3.每月展评，树立典型 

    在展评中我们发现三年级吕萃瑶、刁月苓老师班级的学

生数学大作业书写进步明显，交流中两位老师都不约而同地

谈到，作业质量的提升既得益于学期初，学校统一组织的教

研室推广的作业经验介绍，也受益于教研组的集体研讨，从

数字和数学符号的书写到整个版面的安排，教师都细化要求、

亲自示范。 

 

 

 

 

 

 



    4.生生评价，教学相长 

    每次批改作业后，教师都甄选优秀作业在班级和学校里

进行点评和展示，让学生之间互相取长补短，那些优秀孩子

的作业既引领和带动了全班的作业水平，也给了老师启迪。

如 5.1班杨峻同学用尺子画等号时发现，把尺子反过来，让

有刻度的凹面向下，这样画出的等号干净利落，拿开尺子时，

不容易抹。这 些很有实效性的小妙招，都来自于日常精彩作

业的分享，也激励了更多的孩子，把自己的作业写得更美观。 

 

 

 

 

 

 

 

5、奖励机制，促进提升 

我校制定作业奖励机制，对教师通过评选优秀教研组和

奖励等方式，激励教师统筹课堂作业、课后作业，进行系统

化、一体化研究，通过作业发现学生在知识掌握、理解应用

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以作业反馈为依据，改进教学内容设置

及课堂教学方式。对学生通过分层评价和星级奖励，每月评

选出班级“优秀作业之星”和“进步之星”，每学期评选出



校级优秀，颁发奖品，以资鼓励。 

    

 

 

 

 

 

 

（二）育德增趣创新作业 

    为加强学科融合，尊重个性化差异，我校精心设计创新

型作业，以核心素养为导向，充分发挥作业的育人功能，促

进学生语言能力提升、思维培养、素质提高和兴趣的激发，

注重引导学生关注国家时事，敏锐地捕捉其中蕴含的学科要

素，与作业巧妙结合，既拓展视野，提高兴趣，又育人育心，

培根铸魂。此次我校展评的是“一起向未来”冬奥主题和

“问鼎苍穹，卫国利剑”神十三主题创新作业。具体做法是： 

    1.关注大事确定主题 

依据身边发生的时事，确定学校创新作业的大主题。 

    2.集体教研规划内容 

各年级教研组展开研讨，确定 与本年级所学知识相契

合的作业内容。比如，此次我校精选了国民关注度非常高的

冬奥会和牵动亿万人民心弦的神十三载人飞船返航事件，来



作为本学期创新型作业的主题。 

（1）关注兴趣点 

我们利用假期组织学生居家观看，开学后组织学生交流

观看体会，发现学生对冬奥会开幕式、冬奥会吉祥物、冬奥

冠军武大靖、谷爱凌、苏翊鸣等非常感兴趣，对宇航员太空

授课和他们的生活兴味盎然，学生寒假的实践类作业也出现

了不少“冬奥”和 “神十三”元素，这样的顶流值得学生追

捧，教师应该因势利导，所以我们根据学生的兴趣设计了这

两个主题的创新性作业。 

（2）寻找契合点 

由语数教研组长牵头进行研讨，挖掘适合本年级学生，

又与本年级所学知识相关的语数信息。 

一年级了解二十四节； 

二年级了解冬奥场馆； 

三年级了解“我最喜欢的冬奥选手”； 

四年级搜集“我最喜欢的冬奥项目”； 

五年级“畅谈冬奥”。 

低年级注重词语的积累，中年级注重语段的积累，高年

级提升为写作训练，观看之后谈体会，搜寻冬奥背后的故事，

这样在内容设计上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由观看到引发畅想。

在作业的完成过程中，这场冬奥所蕴含的诗意的名字、诗意

的设计，惊艳全球的中国式浪漫，无处不在的中国文化，也



深深感染了孩子，这些都值得让学生去了解、去品味，这样

树立我们的文化自信，从孩子开始才不是一句空话。 

数学也与冬奥元素巧妙融合： 

一年级“100 以内数的认识”，选择孩子们喜爱的冬奥

吉祥物“冰墩墩、雪融融”和孩子们最感兴趣的奖牌榜作为

数学信息，让加减法变得有趣起来； 

二年级将“数的认识”融入到各国参赛人数、冰丝带速

滑馆破纪录数据的读写中，使孩子们深刻认识到冠军真的来

之不易； 

三年级将“年、月、日”的设计与冬奥会的时间节点巧

妙结合，让学生学会用 24时计时法和简单的时间计算；  

四、五年级通过求冬奥比赛场馆的周长和面积，给比赛

项目细化分类、利用“图形和比例”的知识，计算冬奥参赛

国家国旗的长宽，学生用所学知识来解决身边实际的数学问

题，让学生学会带着数学的眼光走进生活、看待世界。 

神十三主题我们的设计思路也是如此。 

3.创新设计绘制版面 

教研组集思广益，做好版面设计，做到实效性与美观性

兼具，做到让学生既易于操作，又能在不知不觉中将冬奥之

美与学科知识融合，与时俱进的气息扑面而来，传递给乡村

孩子这样的信息：世界这么大、这么美，我想去看看，也让

孩子深深的感受到学习即生活，生活处处有学问。 



在本学期作业设计完成中，我们也深深地感受到作业设

计的重要性，在教研室历年组织的作业展评中，我们都获益

匪浅，今年亦是如此，观摩了其他学校的优秀作业，又收获

了许多新的思路和可行性的扎实做法， 在今后的教学工作

中，我校将会更加注重学习，更加注重创新作业的多元化设

计，更加注重加强集体教研，力争让每位学生的能力在创新

实践中体现，思维在创新实践中发展，个性在创新实践中张

扬。 

龙口市芦头镇芦头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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