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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2023-2024 学年度第二学期教科研活动
聚焦“立人”课程体系完善和课程质量提升；聚焦“生活式

教学”深度课堂成果深化；聚焦立人教师发展；聚焦“生活式教育”

“生活式教学”系列课题研究。以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促进公平、

提高内涵、发展特色、塑造品牌，对学校常规教学工作实施全员管

理，以评价为导向，以发展为动力，真正把握住教学生命线。

一、继续深化“生活式教学”成果

坚以三课联动（课题带动、课程统整、课堂重构）方式，全

面深化“生活式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提高各学科教师的教学

设计能力、课程实施与评价能力。聚焦“大单元教学”和“学教

评一致性”专题研究，实现 20%的教师能讲示范引领课，40%的

教师能讲校级优质课。

1.“尚美杯”生活式课堂教学改进项目。项目研修采取教、

研、训、赛一体化方式。涵盖各学科组理论学习、备课、上课、

观课、议课与大比武赛课等行动研究全过程。过程中采取专家引

领、自主研修、组内同伴互助、课例载体方式进行研修。课例研

究部分包括名师引领课、党员示范课、青年教师汇报课、专题研

讨课四个系列。由各备课组通过一课多磨和“五步反思性实践”，

实现“螺旋磨课”“接龙上课”，各学科形成“生活式教学精品

课例”20 节，

2.“新课标”主题研修。主题采取“教、研、培、赛”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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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设计。主要通过“三个一”活动（一系列新课标主题培训、一

次教学设计大赛、一次经验交流），提升教师大单元教学设计、

实施和评价能力。学期初优选书籍以及线上资源进行新课标系统

培训，聘请专家入校指导，举办一次“新课标”读书报告会，学

期中进行一次教学设计大赛，分学科举办新课标理论达标赛、课

例研讨活动；学期末开展经验交流。力争各学科教师均能熟知本

学科新课标内容体系，并能结合新课程标准进行专业地教学设计。

3.“学教评一致性”深度课堂主题研修。各学科分别开展至

少两次“学教评一致性”主题教研，由学科主任精选“学教评一

致性”学习材料，开展任务型学习。在培训、学习、研讨、实践

的基础上，课程与教师发展中心对“生活式备课”进行常规检查、

评比。对学习、研究和实践成果进行激励、奖励。

4.“生活式教育”课题研究。通过“生活式德育”“生活式

美育”“生活式劳动与实践”“生活式课堂改进”以及已申报的

10 项课题深化“生活式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组建项目团队、

各类课题组通过专家引领、同伴互助、行动研究、自我反思的路

径，通过三课联动和“教、研、培、赛”四位一体的研修模式，

确保本学期待结题的 5 项市级课题顺利结题，把课题研究成果转

化生活式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推动生活式教育的深化研究，提升

教师的科研能力。

二、立人教师专业发展

1.双基提升项目。以教师的教学基本功和教学基本技能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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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内容,在全校教师中开展 2 次各学科教学基本功和综合能力基

本功训练：普通话、硬笔字、软笔字、粉笔字的培训活动。本学

期重点围绕硬笔字进行逐级筛选式达标，结合中青年教师的不同

特点采取不同的培训方式，定期考核，努力使每一个教师掌握扎

实的教育教学基本技能。

2.德融数理项目提升。依托三项烟台市德融数理课题，继续

推进德融数理项目。通过“培、研、教、赛”四位一体研修模式，

基于“生活式教学”课堂改进，根据新课标和学教评一致性研修

专题，针对课前备学、课中展学和课后延学三个阶段各环节，开

展各个教研组项目研究，本学期形成各学科精品课例至少 10 节，

发表相关论文至少 5 篇。

3.青蓝工程。根据《实验小学青年教师培养计划》，对五年

内青年教师进行培养和跟进指导。每月举行一次青年教师成长沙

龙。以教研组为单位，跟进青年教师的“先听后讲”课，两周进

行一次中层参与的汇报课；一月进行一次校级领导参与的展示课。

通过多种形式的听评课和赛课，促进青年教师尽快成长为成熟型

教师。

4.远程研修。采取集中学习和分散学习相结合的形式。全员

参与，成立教务处为主导，以教研组为单位的研修领导小组，定

期了解组内教师的研修情况。确保“互联网+教师专业化发展”

“国家中小学继续智慧平台”继续教育参训率为 100%，合格率

为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