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2023 学年度教学工作总结

开发区古现第二小学

一、以研促教，共助成长

为深化课程改革，培养学生科学核心素养，促进深度学

习真实发生，教研组积极开展关于深度课堂建设的相关活

动。

1.扎实开展集体备课。集体备课是教师集思广益，互相

探讨教学方法，切磋教学技艺，发挥群体效应，实现资源共

享的一项重要措施。学校一直重视集体备课，并将集体备课

作为提升教师业务能力的重要方法。具体做法如下：

首先，以级部组为单位，开学初制定集体备课计划，规

划集体备课时间。集体备课时根据教师实际情况合理分配集

体备课任务；确保每个人都能参与到集体备课中。

其次，集体备课前主备人和参与教师要求细读教材、读

透教师用书，主备人在理解把握教材的基础上设计教学活

动。集体备课时，主备人首先讲解设计思路、设计意图，参

与教师参与教师积极主动，就教学中的重点难点疑点、研讨

内容进行全面深入的讨论，大胆表述自己的看法，实现观点

的碰撞与智慧的共享，主备人在此基础上完成最终设计稿。

最后，每位教师在集体备课结束后需上报讲课时间，讲

课时同级部必须有一位教师听课。

2.注重搭建平台，助力青年教师成长。建立新老教师“传



帮带”机制，开展“一对一”结对子活动，通过说课、对空

讲课、师父跟踪指导教学、推门听课等方式，充分发挥实践

经验丰富、理论水平较高的骨干教师的示范带头作用，开展

青年教师“赛课”活动，通过磨课、评课、改课的全方位轮

动，积极为青年教师创造条件，提供机会，展示风采，让新

进教师快速成长，推进教师梯队建设。同时，加强教研组、

备课组建设，努力营造“优秀引领、同伴互助、自我反思”

的专业研修氛围，推动建立学习型教学教研队伍。

3.组织精干力量深入解读开发区教研室下发的《核心素

养导向的深度课堂教学指导意见》，确定了“以课例研究为

抓手，扎实开展深度课堂教学”主题教研方案。在主题教研

方案的指导下，确立学科首席教师和实验教师，充分发挥优

秀教师引领作用。

学期初，教研组领导教师相继学习了涵盖大单元教学、

数学文化教学、核心素养发展等方面的优秀课例，加深对深

度课堂的理解。同时，各教研组围绕新课标以案例、研讨等

形式多次进行了集中和分散学习。

学期中，围绕“教学大比武”分学期开展了全员达标课

活动和“以听促教、以研提效”推门听课活动。以赛促教，

让每位教师将所学、所思应用到课堂教学中，加以验证，在

教学层面实现“学、评、教”一致性。达标课分为三个环节：

（1）首席教师首先进行示范课，并全程参与达标课活动。（2）



实验教师积极参与，将深度课堂理念转化为具体、可操作性

的课堂活动。（3）其他教师参与达标，将深度课堂教学延伸

到每节课。在整个达标课过程中，以备课组为单位打磨课堂。

讲课时，要求本级部教师全程参与，结合课堂教学进行有效

评课。通过多项活动和举措落实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课堂

教学落实“三不讲”：学生已经会的老师不讲；学生能自学

会的老师不讲；通过思维工具撬动、同伴合作探究能够学会

的老师不讲。教师少讲、精讲，要体现在最大程度地调动“独

立学习”“合作互助”。

二、搭建平台，促教师信息素养提升

1.通过开展能力提升工程 2.0、AI 课堂、班班通、应用

软件等相关培训，切实推进信息化、数字化校园建设，全面

提高教师信息化应用水平和实效，提升教师信息素养能力。

2.鼓励骨干教师和青年教师不断探索教学新模式，做好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针对年轻教师多、学习能力强的实际，

组织青年教师分期、分批地对现代教学设备的使用进行技术

培训，学习操作程序，掌握使用方法。

3.抓师资队伍建设，培养适应教育现代化的师资队伍。

采用教研、备课组教研形式，将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融合，

切实提高教师信息化应用水平和实效，推进信息技术与课堂

教学深度融合、创新发展。

三、落实规范化办学，让“双减”落地



1.制定相关制度、明确责任意识。按照教学常规工作要

求，从计划、课表编排、备课、上课、作业布置与批改、辅

导检测等环节上，从质和量上，对各项指标都做出明确要求，

形成常规检查、常规管理制度，并将结果纳入学期末的考核。

2.严格执行国家课程计划，强化教学法规意识，开足开

齐开好各门学科，严禁随意调课、缺课，确保各类课程的教

学质量。

3.落实“五项管理”和“双减”。结合相关政策和我校

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关政策，并通过开展教师培训、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各类丰富多彩的校本课程和社团活动等形式，落

实“五项管理”和“双减”，切实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