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远市第九中学2023-2024学年度学校教

学教研计划执行情况总结

一年来，在市教育和体育局的关心和支持下，在教研室

的精准指导下，学校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

实地市两级教育教学工作会议精神，继续优化课程设置，深

入开展课堂改革；遵循“以我们每一天的努力，成就师生的

共同成长”的理念，积极营造“教学即研究”的科研氛围，

把解决教学中的实际问题作为研究重点，把促进教师专业成

长作为归宿；围绕“校本、规范、提质增效、特色”等关键

词，推进教师队伍建设；以促进教学质量提高和培养学生的

核心素养为中心，在实践中改进提升教育教学、教育科研的

层次和水平。

一、狠抓教学常规，落实精细化管理要求

健全集体备课、听课评课、课堂教学、作业批改、单元

过关、考试评价等的制度，重细节、重规范、重落实，以学

生为本，强化服务意识，提升教学管理效益。按照学校精细

化管理要求，各级部、各教研组、各班级狠抓管理和落实，

一方面做到事事有人抓，时时有人管；另一方面，做到事事

有规可依，时时有章可循。从小事抓起，从细微做起，注重

实效。整个学年我们坚持以始为终，向结果要行动，扎实落

实教育教学过程。重点关注常规教育教学工作的流程与流程

中的细节，通过对整个学段各种常规、细节的把握，以严格



的过程管理累积发展自信。

二、强化校本教研，聚焦课堂改革，推进教师队伍建设

（一）真发现问题，发现真问题，真解决问题

依托校本教研，要求老师们“真发现问题，发现真问题，

真解决问题”。把教育教学过程中发现的真实问题、遇到的

实际困难等提炼为“微课题”，并按照“教学问题—教学设

计—教学行动—教学反思”模式进行研究及总结。研究形式

和方向不限，教师从课前准备、记忆懒惰、学习主动性、自

习效率、目标达成度、答题规范、教学模式等方面，班主任

从作弊、早恋、休息纪律、体育锻炼、沉迷手机等方面，级

部从习惯养成、情绪调控、边际生抓促等方面，上下一心力

求在真实的教学情景中真实地发现教育教学中存在的真实

问题，真正的通过自身研究和努力去解决问题，并在解决真

实问题的过程中提升自身能力，进而实现教育教学可持续、

高质量发展的目的。

（二）把课堂做为教学改革的主阵地

一是用尊重去塑造真实课堂。真实是一种力量，好的课

堂一定是真实的。学生真实的去思考，真实的去提问，真实

的去讨论，真实的去展示。而真实源于尊重，尊重的核心关

键在于承认学生和学情的差异化。我们不能挑选适合教育的

学生，那我们就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在教学中我们提倡老

师们“有教有类、因材施教”，努力去创造适合每一类学生

的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享有能力相当的教育。



二是重构关系塑造开放式课堂。叶澜教授谈及当下课堂

时说：“在教室里，学生不仅按课程表的规定和拿到的教科

书上课，而且按教师的每一个指令行动，每一个问题作答;

教师是每日课堂生活的主宰者，学生是教师意志的服从者。”

这种传统教学关系的课堂已经悖离了新高考培养创新型人

才的育人导向。新课改课堂的责任是要眼中有人，有学生，

要帮助他们树起对学习的自信、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做人的尊

严，使他们今后能成为学习坚持者、责任担当者、问题解决

者、优雅生活者、幸福同行者。因此，我们要把课堂从知识

传授转向关系建构，把课堂还给学生，把表达的自由交给学

生，把想象的空间留给学生，把质疑的权利让给学生。好的

课堂一定是成功塑造了良好师生关系、生生关系、互动关系

的课堂。

三是改变教学模式塑造思考型课堂。新高考的育人导向

就是培养创新人才，这就要求学生必须具备发现有价值问题

的能力。所以我们的课堂就必须改革，怎么改？最重要的一

点就是理念的转变，我们要由“老师带着真理走向学生”的

教学模式向“老师带领学生走向真理”的教学模式转变。变

知识重现为知识重演，让学生像发现者那样思考，把科学家

发明、应用知识的方式转化为学生的学习方式，让学生经历

知识建构过程，以情境引出问题，以问题引导探究，以探究

得出真知，揭示和感受学科知识发生的原因，知识形成过程

及学科知识的发展方向。



（三）加强队伍建设，提高育人质量。

1、重视骨干教师培养，开展骨干教师培训工作，充

分发挥骨干教师的辐射作用。首先我们将继续采取“走出

去”和“请进来”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各学科骨干教师参

加各种高端培训和各级教科研活动，为教师成长搭建平

台。其次，继续积极推荐培养学科带头人、教坛新秀、优

秀班主任、名师工作室成员，壮大教育领军人物群体，并

借助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和成果，发挥名师的专业引领和

示范带动作用，催生教师团队再提升的内驱力。

2、着力青年教师培养。继续推进“青蓝工程”，坚持

师徒结对制度，促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利用“青年教师

教学基本功大赛”、“青年教师达标课”、“青年教师汇报课”

等促其授课能力提升。同时采取青年教师“跟考”制加强

对青年教师专业知识的考察、教学技能达标的测评和教学

工作的阶段评价，以考试和考核评价来促进青年教师不断

学习和提高。

3、搭建成长平台，激励教师成长。依托教学大比武、

优质课展评、示范课展示、教师技能大赛、一师一优课、课

题研究、高端培训等平台，打造优秀教师、成就优秀教师。

落实抱团发展、梯次发展、分类发展的路径规划。希望老师

们能抓住成长过程中的各种机遇，结合自身实际，制定三到

五年的个人发展规划，唤醒自主发展意识，激发发展自觉和

职业认同。

在烟台市教科院和招远市教科研中心的精准指导下，通



过全校教师的共同努力，这一年里，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

教学科研及教师专业发展成果显著，但我们深知骐骥一跃，

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站在时间的拐角，回首过

去展望未来，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学校的可持续发展道阻且

长，既需如磐初心，更待勇敢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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