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梁平区力帆光彩小学校教师专业发展专题案例

2017 年 9 月，梁平区力帆光彩小学行政一班人深入研读《国家

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认真学习十九大关

于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精神，学习《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

《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等文件，召开教师民意调查会、

学生问卷调查会，准确把握师情、生情及其他方面校情,然后召集党

政工团一班人及部分学校骨干教师精心酝酿，反复推敲，从而在全校

推出《力帆小学教研团队建设工作实施方案》。

一、团队建设情况

在《力帆小学教研团队建设工作实施方案》指导下，组建教研

团队，形成了学校全员教研的生动局面。

（一）确定学科负责人。确认学科负责人时，学校本着宁缺毋滥

的原则，选择那些年富力强，教研经验丰富，在校内甚至区内都有较

大影响的名师来担任。经过慎重考虑，并征求本人意见，学校确定了

孙登亮、陈中义、刘道华、郑权义、谭双妹、谭欧平、唐芳等为学科

负责人。

（二）组建核心团队。核心团队成员的确定需经个人申请，教导

处审核，学校领导班子商议，校务公开栏公示后，才能获得资格。语

文核心团队成员有李林玲、谭双妹、刘启喜、魏晓林、谭欧平、鲁学

俊、盛文琴等；数学核心团队成员有陈中义、孙登亮、高海春、郑千

红、杨欢等；英语核心团队成员有曹崇丽、唐芳、刘清莲、刘功琼、

陈明玥等。体育核心团队成员有陈利明、杨国光、蓝勤红等。美术核

心团队成员有陈锦辉、黄晓蓉、易小江等。书法核心团队成员包括唐

忠寒、李井斌、陈利明、易小江、陈星等。音乐核心团队成员有郑权

义、陈阎、高媛、谭文静等。

（三）选拔基本成员。围绕学科负责人与核心成员，学校还分学

科选拔教研团队的基本成员与“资深”成员。基本成员由学校愿意主

动成长的一线老师组成，“资深”成员由快退休的愿意参加日常教研



的老教师组成。

（四）区别对待。为了尽量避免教研活动走弯路，根据团队成员

的现有水平和学校开展教育科研的实际需要，分阶段采用多种形式对

团队成员进行多个层面的科研培训，使科研团队成员的科研水平和科

研管理能力得到逐步提高。

二、工作开展情况。

（一）寻求支持。为了开阔团队成员的眼界，学校积极利用教育

精准扶贫政策，主动联系市教科院的专家团队亲临我校听课把脉，发

现共性问题。再根据专家建议，结合我校教师团队的教研能力寻找切

实可行的研究方向。

（二）理论学习。教研团队组建完毕后，学科带头人要会同核心

成员引领教研方向，带领全体成员加强先进教育教学理论学习，掌握

前沿信息，结合学科教学中遇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研究活动，

特别是小课题研究，以解决教育教学中遇到的瓶颈问题，以前瞻性的

眼光开展团队教研活动，提升团队研究水平。

（三）引领示范。为了调动教研团队每个成员的积极性，以及保

证教研活动的公平性，学校组建行政班子教研团队，要求学校行政班

子冲在第一线。为了积极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在 2017 年 10 月

25 日正式出台的《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的文件精神，

学校组织行政班子成员集体参加磨课，大家群策群力共同备一堂综合

实践课，然后由教师代表抽签确定由哪位行政上台上公开课。教师教

研团队同样也贯彻由当事成员集体备课，团队外成员抽签确定该团队

由谁上台展示的原则 。

（四）活动开展。每个教科研团队每月至少活动一次，一期一个

主题，一期一个讲座，一期一次展示活动，活动内容要遵循理论学习

和实践研究相结合的原则，重点研究如何通过课堂教学改革实践，提

高教学质量，可以安排理论学习、专题研讨、成果交流等活动。组织

开展学科赛课活动，以赛促研；承担本学科的赛课、听课等相关活动

任务的指导，真正做到同伴互助，共同成长，从而最大程度展示学科



团队的教研成果。

对于团队成员，我们一方面一视同仁地要求他们加强理论学习，

每学期读一本教育专著，撰写读书笔记若干，同时又具体情况具体处

理：要求团队学科带头人每学期上一堂示范课，开设一堂讲座，每年

发表论文或案例 1篇，参加一次市级及以上学术交流活动；要求核心

成员每学期上一堂研究课，撰写论文或案例 1 篇，并参加一次区级及

以上学术交流活动；要求基本成员每学期上公开课一节，积极参加校

级及以上教研活动并起主导作用；要求“资深”成员每学期积极参与

磨课、听课等教研活动，认真撰写读书心得。

（五）打造文化。学校从校名获取灵感，倾力打造“光彩”教研

文化，具体地说就是打造七种学科文化（ 简称为“七彩”文化）：语

文学科打造“母语”文化（包括“诵读”文化、“涵泳”文化与“倾

述”文化——口头表达文化与书面写作文化），数学打造思维文化（主

要是逻辑思维文化）、英语打造口语及游戏活动文化、书法课打造“兰

亭”文化、音乐打造“韵律”文化、美术打造“剪纸”文化、科模打

造“操作”文化，在不同学科里激发学生的不同兴趣，从而促进学生

在各自感兴趣的领域充分发展，为社会培养各具特色的人才。

（六）提供保障。为了提高教研团队成员的积极性，学校从以下

四方面提供了保障条件：1.组织保障：学科教研团队在校领导小组的

领导下，由教导处负责相关成员的协调管理，保障科研团队成员及时

参加研究活动，为成员提供专门的活动场所，大力营造研究学习的氛

围。2.经费保障：学校设立专项经费予以支持，并加大对教科研经费

的投入和管理，根据需要还应及时补充、提高科研经费的投入比例,

为更好开展教科研活动提供经费保障。3.制度保障：每学年回头看，

逐步完善有关教科研团队的制度，明确成员的职责和权益。4.激励保

障：建立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团队成员的科研积极性和工作热情。

对在教科研团队建设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个人要进行表彰奖励，优

先提供市内外学习培训的机会，或者把其教研成绩纳入考核评优。

该方案已经推行三个月， 目前已初见成效：广大教师上随堂课



的现象少了，上研究课、探索课的多了，遇到学术问题，团队成员积

极参与讨论，并汲取新理念新思维来思考对策，教育教学教研能力得

到显著提高。当然，学校取得这些成绩是必然的结果，原因有以下几

点：

一、 团队成员：区别对待与梯级进步的一竿到底

学校有一百余名教师，每个老师的年龄不同，学历层次与从教经

历都存在个体差异。学校要正视这种个体差异，对每位老师提出要求

时避免简单粗暴的一刀切，而应该分层次地提出要求：行政班子发挥

示范作用，学科带头人发挥引领作用，核心团队成员发挥核心作用，

基本成员发挥基石作用，“资深”成员发挥余热作用，从而让我校教

研团队由点辐射到线，再辐射到面，最后促进学校广大教师专业素养

的的整体提高。

二、活动开展：实现常态化与实效化的双管齐下

团队开展教研活动时，杜绝季风行动：遇到检查时就表面看起来

狂风骤雨，实则让广大教师怨声载道；没有检查时就风平浪静，让广

大教师自生自灭；应该坚持常态化与实效化的原则，定期开展讲座、

研究课或其他展示活动，规定时间内读一本教育专著，撰写读书心得、

论文、案例，并参加学术交流活动。开展教研活动杜绝形式主义，要

求教研团队成员们以研带教，贯彻理论探索与实践总结相结合的方

针，重点研究如何通过课堂教学改革实践，提高教学质量。为了刺激

老师的积极性，学校还以赛促研，组织开展学科赛课活动，从而最大

程度展示学科团队的教研成果。

三、探索途径：自主学习、集体交流与专家指导的三维结合

团队开展教研活动时，并不是一条道走到黑，而是坚持哪里亮就

走哪里，切实坚持自主学习、集体交流与专家指导的三维结合方针。

要求老师不但要积极完成教育教学工作，更要在工作之余从娱乐休闲

的场合脱身开来，挤出时间充电，让自己的身心沉淀，学习理论著作，

利用网络等渠道观摩示范课。同时我们还要求团队开展教研活动时要

每位成员敢于敞开自己的心，与团队其他成员甚至校外老师进行交



流，共同磨课，相互探讨，在思维碰撞中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考虑

到普通老师的眼界有一定限制，学校还邀请专家走进校园指导具体教

学教研工作，主持培训工作；或者组织成员走出校园去聆听专家讲座，

从而感受教育新理念的强烈冲击，把握教育改革的新动向，做一个永

不落伍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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