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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小学 2021—2022 学年度
教研工作计划

一、指导思想

本学期，我校教研工作将以规范常规管理、创新教科研模式

为指导思想，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学校特色发展和教师专

业成长为目标，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为关键，围绕教研中心、发

展教师、成长学生的思路，进一步深化课堂教学改革，规范教研

工作的常规管理，使教育科研成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新的生长

点，成为提升教师素质的新的支撑点，大力推进我校教育教学的

发展。

二、工作目标和思路

（一）工作目标：

提高课堂教学效益，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二）工作思路：

围绕“三抓一注重”开展，“三抓”即抓常规教研活动、抓

“课堂转型”研究、抓课题研究工作；“一注重”即注重青年教

师培养，鼓励教师积极开展行动研究。

三、工作重点及推进策略

（一）立足课堂，促教学质量提升

1.起于备课专业化改进。全学科学习张爱军博士的《备课专

业化》，使用其学教评一致性的备课模板进行专业教学设计改进。

基于课标、教材、学情精准目标设计，紧扣学习目标精准设计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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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任务、科学设计教学活动。从改变备课开始改变课堂，使师生

明白“为什么教、教什么、怎么教、教到什么程度；为什么学、

学什么、怎么学、学到什么程度”。通过备课改进，让教师研究

课标、研究课程、研究学生、研究课堂教学、研究学科学习规律、

做教学的明白人；通过备课改进，变以往线性教学为活动化、板

块化教学，直指目标达成。备课专业化行动，拟建立“学术引领、

行政推动、骨干示范、课题带动”四轮驱动工作机制，充分发挥

骨干教师的示范作用，力求将备课专业化的研究落到实处。重视

发挥集体备课作用，落实好集体备课的四个着力点：学习目标的

制定、学习活动的设计（包括学习资源的引入）、思维工具的开

发、评估任务的设计。集体备课基本流程：教师个人备个案→集

体研讨、优化改进→课堂实践、观课议课→课后反思、修正、完

善。

2.行于高效课堂改革。进行“四推动、三环节”课堂教学改

革，创建“以学习为中心的生本课堂”。“四推动”，即优质问题

驱动、真实（或虚拟）情境调动、思维工具撬动、资源平台互动。

“三环节”，即预学、共学、延学，让学生经历“我自己学会了

什么、我不懂什么，我新学会了什么、我还要进一步学会什么”。

追求常态课的高效。常态课上，预学— — 学生“动天君”，分年

级教方法，课堂上给学生留足时间；共学— — 一两个好问题，有

质量的探究，一种好工具；延学— — 巩固提升，迁移运用，拓展

延伸。建构尊重、激发、共生的课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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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常态课堂应有的样态。一是课堂的整体样态：把时间

还给学生，全体学生“动”起来，大脑动起来，嘴巴动起来，手

头动起来；全员读书、思考、批注、背诵、书写、练习、操作、

探究、表演……多一些“点”对“面”，少一些“点”对“点”。

二是教师的教学样态。教师调动学生学，组织学生学，巡视、批

改、指导，发现问题，帮助学习，提供方法和策略，总结规律，

拓展思路，引发深度学习，提供资源支持。三是学生的学习样态。

自学— — 全情投入，独立学习，独立探究，静思默想；互学— —

不懂请教同伴，会者帮助同伴；展学— — 分享交流有序，补充质

疑有理有据，互动关注覆盖面；倾听— — 眼睛跟着声音走；表达

— — 声音洪亮，在教室里最远的地方也能清晰听到；仪表态度—

— 发言时身站直、声洪亮、扣问题、表达清，写字时“三个一”

（一拳一尺一寸：胸离桌子一拳远，眼离书本一尺远，手离笔尖

一寸远），读书时（指读：左手扶、右手指；坐读：身坐直、脚

放平、书端正、声音亮；站读：端好书，胸前放）。

4.全员课堂教学达标活动。实现人人教学设计达标，人人课

堂教学达标，人人有成果（优秀教学设计、教育叙事、优质课、

成果论文等），走向全面的课堂转型。通过“级部教研组循环讲

课”“年轻教师汇报课”“学科赛课”以及校长约课、推门听课、

组内互听、新老帮带等多种形式争取课堂教学人人达标。

（二）立足教研科研，促课堂质量提升

1.课堂转型落地有痕。落实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创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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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为中心的生本课堂”，“以学习为中心的生本课堂”旨在落实

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就必须改掉教师“爱讲”“爱问”的习惯，

给学生充分自主学习的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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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教

育智慧要体现在“学生学习的设计者”上，还要体现在最大程度

地调动“独立学习”“合作互助”“兵教兵”。

2.学科主题教研追求实效。建立教研组主题教研计划审查制、

过关制，过程中干部包学科参与制与群内汇报制，确保主题教研

基于现实学科问题，有研究价值，有研究行动，有解决突破，有

落实改进；活动参与面覆盖所有成员。

以学校课堂转型为统领，结合各自学科特点，以学科教学急

需解决的问题为教研主题，开展各学科的主题教研活动。要抓实

学科主题教研，需完成下面的“闭环行动”— — 教研活动前一周

发布下周教研主题，每个人对教研主题有思考，有资料搜集与学

习，教研组要对该主题的引领课例进行打磨，确保主题教研课例

具有高质量的引领性；教研活动时，除了观摩引领课例、研讨课

例，还可以辅以该主题的相关资料学习及互动答疑；教研活动后，

要注重主题教研解决的问题在所有老师日常教学中的落实。通过

抓实学科主题教研，提升教师学科教学问题意识、研究能力，提

升学科教学质量。

3.课题研究扎实开展。已立项的省级课题《基于学科核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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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的逆向教学设计与实施的研究》，市级语文课题《深度学习理

念下的小学语文单元整体教学实践研究》，市级数学课题《基于

学科关键能力的逆向教学设计与实施的研究》，要与学校备课专

业化改进、高效课堂改进有机融合，采取“学科课例”载体方式，

重视实证研究。通过“专业引领、同伴互助、行动研究、自我反

思”等路径，提升教师课程理解力和行动研究水平。2020 年度

申报的区级小课题正在结题鉴定阶段，做好相关小课题研究成果

的推广应用工作，同时积极申报 2021 年度区级小课题并扎实开

展研究。

（三）突出学科重点，重视学科关键能力培养

语文学科：继续做好“四个一”：一手好字、一副好口才、

一手好文章、一种爱读书的好习惯。本学期着力抓好“一副好口

才”。具体落实方式：一是让学生敢说，课堂上鼓励学生大胆发

言，尤其是对性格内向的孩子；二是教学生会说，教师精心创造

良好的语言环境，根据语文教材特点，教学生仿说和改正；三是

继续推行“中午小讲堂”活动，培养学生表达力和自信心。

数学学科：根据教研室学科技能测查要求，本学期继续加强

计算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具体落实方式：一是听课观察、

课堂评价、课堂达成度测试；二是学科能力单项检测。

英语学科：突出口语表达能力的培养。具体落实方式：一是

课堂观察学生口语表达情况；二是单项能力检测；三是英语节学

生的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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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学科进行各学科学生基本能力测试。

（四）扎实开展劳动教育和综合实践活动，全面提升课程实

施水平

1.加大课程整合力度，把劳动教育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与学

科课程、学校活动等内容进行统筹融合，合理的开展课程。

2.丰富课程资源，鼓励教师挖掘校内外课程资源，着力开发

贴合学生生活实际的优秀课程资源，加强劳动教育促进学生综合

素质全面发展。

3.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综合实践活动，如：劳动

周、劳动技能竞赛、劳动成果展示等活动，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

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五）教师专业发展路径优化，队伍整体水平提升

1.创新教师队伍发展范式。一是创新教师成长制度与计划。

鼓励所有教师对自我发展有规划，有愿望，根据入职年限以及目

前自己专业发展层次，自主制定自我发展规划，并与团队期望相

结合，以此调动教师专业发展内驱力，推进我校教师队伍呈阶梯

型发展。二是创新干部成长制度与计划。重视干部理论素养与实

践指导双提升。倡导干部做什么研究，读什么书；遇到什么问题，

读什么书。干部读书后要结合各自管理岗位，开展干部讲学活动。

通过专题阅读、专题讲学，带动教师阅读与读后论坛，使读书与

课题研究、课堂教学、教育管理直接发生联系，在改进实践的同

时提升专业水平。三是深化以校本教研促教师成长。教师要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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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教育日志的习惯，记录教学反思与教育案例。每学年撰写一篇

以上有较高水平的教育教学论文或经验总结，争取发表；积极参

加各级各类赛课活动及其他业务比赛，以赛促训，以赛促成长。

2.依托项目深化教师队伍发展。一是全员荣誉体系建设；二

是青年教师成长课程；三是班主任发展课程；四是基于课堂转型

的全员成长计划（阅读、课程设计、教学设计、课堂行动、反思、

成果）；五是信息技术 2.0 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