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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一个中心 做到目标明确
一个中心即以教师的专业水平不断提高为中心。

螺岗小学在职教师46人，平均年龄33岁，其中80后的教师21

人。教师队伍年轻化、学历高、有活力、有创意，但缺乏从教的经

验、职业自信和成就感。学校把目标着眼于教师的专业水平发展

正是针对这种情况而定。

戴厚平校长经常强调：“教育科研是学校发展的生命线，教学研究

是教师专业成长的总动力。切实落实教育科研工作，全员参与教学研

究工作，是我们进一步求得发展，打造螺岗品牌的工作重心。”学校多

次召开校本教研主题会议，让每位教师都能乐“教”；善“研”，在平凡的

岗位上充实自信，精彩生活，这无疑也是为保证教学质量、创立办学品

牌打造生力军。

确保三大保障 追求工作实效
三大保障即健全机构、提供经费、完善制度。

正是基于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目标，螺岗小学首先健全机构

——成立了由戴厚平校长任组长的领导小组，由教导处与教研组

为主导的工作小组，构建“全体教师——教导处——校领导”立体

网络，分层次有计划地落实校本教研工作。

同时，学校每年都拿出专项资金，积极创造条件，派遣教师外

出学习；参加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继续教育，以提高专业水平。学

校还建立了校本教研成果奖励经费和课题研究专项经费。此外，

学校积极改善校本教研的硬件设施，仅从2009年8月份起，在教育

教学研究上的投入资金就近9万元。

学校还制订了校本教研的实施、考核、奖惩和管理等各种规章

制度，如《螺岗小学教师发展规划》、《螺岗小学骨干教师培养计划》

等。特别是在《螺岗小学绩效考核方案》划出专项基金，以根据教师

参与校本教研活动的成果给予明确的奖惩。为了校本教研工作正

常有序，学校规定每周二下午3点半后为校本教研时间，要求教导

处、教研组各部门要有明确的工作计划，落实到人，实行负责人制，

确保每项活动的实效。

达成五个结合 开展多彩活动
五个结合即教研活动与课题研究相结合、教育培训与自主研

修相结合、个体学习与团队互助相结合、教学评比与专题研讨相结

合、校园论坛与网络博客相结合。基于此，学校开展了丰富多彩的

校本教研活动。

课题研究 2005年，螺岗小学承担了与东北师大合作的国家

级课题“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子课题，成为区第一批信息技术

课题实验校。紧接着，又成为“有效推进教师专业化发展”课题研

究实验校。2008年，学校顺利通过了信息技术课题的中期验收；

2009年“有效课题”圆满结题，并获得了国家课题组二等奖。在课

题研究的推动下，校本教研更是明确了研究方向、内容和策略，

继续教育 素养的提升积淀需要不断地学习。学校先后组织

多位教师参加了信息技术培训、远程继续教育和科技创新辅导员、

英语口语等继续教育培训。培训中，螺小教师所体现出的认真求

学、乐于钻研、甘于奉献的精神获得了组织部门和主讲专家的好

评。

校本培训 如果说继续教育会受到时间、地点和参加人员、培

训专题等的限制，无疑校本培训为它提供了最好的补充。校本培

训中，有盛情邀请来的领导专家高屋建瓴的理论引领，也有学校的

领导和骨干教师亲切细致的深层指导。

自我研修 读书是教师自我研修的最好途径。除了图书馆的

书籍，以及每年固定订阅的各学科专业杂志以外，螺小每学期还会

征订一些名师课堂实录、教育心理读本，还有指导评课的专业书籍

和中外教育对比的书籍。老师们积极制定读书计划，做学习笔记，

写读书心得，进行读书交流，不仅有个体的自主研修，更有同伴的

合作研习。

集体备课 集体备课让不同观点激烈碰撞，多样的方法层出

不穷，教师们围绕课标理念，对教学内容反复揣摩，更好地指引了

课堂教学，避免了教学失误，提高了教学效率。

评选优质课例 课堂是教学研究的主阵地。螺小以各学科教

研组为单位，开展优质课评比活动。活动中，老师们认真研读教

材，广泛搜集各方面教学资源，精心设计教学方案，并在研讨课中

落实，检验教学设计的有效性。课后，教研组组织教师针对课堂导

入、重难点突破、课堂评价、信息技术运用等方面进行集体评议，并

评选出校园优质课。

观摩优秀课例 观摩优秀课例，能迅速帮助教师更新理念。

螺小积极安排教师外出观摩学习。教师们开拓了视野，了解了最

新的教育动态，掌握灵便的教学方法。回来后，学校组织他们做专

题学习汇报，和全校教师共同分享观摩所得，体现学习效果最大

化。同时，学校还定购了优秀课例光盘，组织教师观看学习。

鼓励笔耕不辍 螺小鼓励教师积极撰写教学反思、教学设计

以及论文，并和绩效工作建立配套措施，对校园博客之星、获奖教

学设计、论文等给予奖励。据不完全统计，该校教师博客圈各类文

章累计达到587篇。

利用网络资源 为了拓宽教师学习交流的途径，螺小积极在

省教育网、瑶海教育体育网、螺小校园网等报刊网络媒体播报校园

最新教研动态。教师充分利用这个崭新的平台，为校本教研提供

了许多生动资料。

打造名师队伍 螺岗小学始终将打造名师队伍作为重点目

标。学校给教学基本素养较高、已取得一定教育教学研究成果的

老师积极搭建平台，为其进修、参赛创造条件。如组织王玲、徐良

娟老师参加全国信息技术整合课说课比赛，郑玉茹老师先后参加

了区、市级小学语文教师素养大赛和全国苏教版教材课堂教学大

赛。学校还多次邀请教研室的专家和兄弟学校的学科带头人来校

指导课堂教学。

此外，教师成长档案、教师论坛、同课异构、“青蓝工程”、校际

联动等活动，同样极大地促进了教研工作的进展，让教师们受益匪

浅。

“教、学、研、训”绘就教师精彩人生
——合肥市螺岗小学校本教研工作纪实

教育与其他工作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的对象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

每天都在不断发展变化着，因此教育永远不可能机械重复。教师的精彩人生

也就在于要顺应生命个体的发展变化，不断提升、创新。因而，“教学研究”就

是教师职业生涯中最为鲜亮的色彩，是一所学校永葆活力的关键所在。

螺岗小学凭借着“校本教研”这一平台，“教、学、研、训”四位一体，切实做

到把学校作为研究基地，将教研重心置于具体的工作情境中，促进教师的实

践反思和专业成长，致力于提升教师素养，优化育人效果。在组织校本教研、

探索教研规律与内容、途径与方法等方面，螺小逐渐摸索出了“1、3、5”校本教

研模式，即突出一个中心，确保三大保障，达成五个结合。

教研让螺小更具魅力和实力
强化了教师队伍 校本研究使教师团队形成前所未有的

凝聚力，教师们以读书为趣，以教为乐，以研为荣，在反复的学

习和实践中，对课堂教学的内涵和意义、方法和途径有了进一

步的了解。更多的教师能自觉地以科学理念来指导学科教学

设计，遵循教学规律，尽可能地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螺小教

师撰写的论文、案例反思、教学设计，通过收集、整理、汇编，形

成了《优秀论文荟萃》、《优秀教学设计集》两大文集。

在校本教研工作的推动下，一批骨干教师在各级各类比赛

中脱颖而出：王玲、马琳玲等四位老师被评为瑶海区教学能手；

王爱云、张红等6位获得全国信息技术优质课评比一等奖，沈家

华、徐良娟等4位老师获二等奖；郑玉茹老师先后获得区、市级小

学语文教师素养大赛一等奖和全国苏教版课堂教学大赛一等

奖，担当合肥市小语网络兼职教研员；薛文银等3位老师被评为

合肥市骨干教师。多位老师的多篇论文、教学设计获得国家、

省、市各级奖励。自2009年9月以来，该校教师累计获得各级奖

励94次，其中市级以上奖励为51人次，位列全区第五。

促进了学生发展 校本教研推进了教学策略的优化，调动

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切实减轻了学生的课业负担，提高了教

学质量。本学期，学校还根据教师特长、学生爱好开设了象棋、

课本剧、手抄报、围棋、故事表演等特色课程，使学生的兴趣、爱

好、特长得到了培养和发展。近三年，毕业班区调研成绩从总

分第8名提高到第3名。短短一年半的时间，该校学生个人和

集体获得各级奖项累计达49次。其中市级以上奖项34人次。

特别是英语组，成绩优异。上学期，该校学生在区小学生英语

故事比赛中获得特等奖，并作为代表参加了全省的比赛获得一

等奖和二等奖的佳绩。马琳玲老师多次承担区中心备课组的

“毕业班复习”专题研讨的主讲，并在中心组上展示研讨课。英

语组承担了省“在英语教学中进行合作学习”的课题研究工

作。2010年6月，在区毕业班质量检测中，该校毕业班英语单

科成绩名列第一。

推动了学校的发展 在校本教研各项活动中，该校进一步

明晰了以人为本的教育观、全面发展的质量观，关注每一个学

生的发展，关注每一位教师的成长。教学管理向精细化发展，

管理上了新台阶。2009年11月，学校“有效教学”课题研究获得

中央教科所总课题组二等奖。连续三年在区教体局毕业班质

量检测中名列前茅，两次获教育教学优秀奖和进步奖两项大

奖。连续两年在区“一站式”工作检查中被评为“优秀”等次。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面对机遇与挑战并

存的21世纪，螺小人将以“塑教师形象，强学生素质，创学校品

牌”作为不懈追求的目标，勤于探索，追求卓越，昂首阔步迈向

更加美好的明天。 （薛文银 郑玉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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