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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很火的一条励志公式





播种一种思想，收获一种行
为

播种一种行为，收获一种习
惯

播种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
格

播种一种性格，收获一种人
生

没有教师的发展，就没有学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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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本教研的内涵

    校本教研是“以校为本的教学研究”
，是指以学校为基地，以学校内教学
实践中的教学问题为研究内容，以教
师为研究主体，以促进师生共同发展
为研究目的而开展的教育行动研究活
动。

校本教研的核心

校本教研的主要方式
课例研讨是校本教研的具体形式

为了学校 --- 在学校中 --- 基于学校
为了教学 --- 在教学中 --- 基于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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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本教研的三个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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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校本教研的目的

目的和意义目的和意义

BB

EE

CC

DD

AA

提高教学研
究有效性

促进教师
专业发展

解决教学
中的实际

问题

建设校
本教学
资源

培养有活
力的教师
团队



教师的专业成长发展阶段教师的专业成长发展阶段

新
手

高级新手

胜任者

精熟者

专
家

专家教师－创造期

合格教师－适应期

骨干教师－发展
期

新任教师－准备
期



从教育信息生态的角度看教师专业发展历程 （余
胜泉）

新技术出现
教学变革需求

兴趣顶点

困惑、徘徊

有效教学提升

学习、模仿期 困惑、怀疑期 专业进化融合期

时间
• 了解、学习技术

• 技术应用配套变革

创新发展期

技术“ 消失” 创新教学发
展

• 模仿、尝试 •不适应

• 环境、条件制约

回归传统

•理念学习
•教学设计

• 失败、排斥

教师的专业成长发展阶段教师的专业成长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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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校本教研的目的

专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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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校本教研的问题

（ 1 ）认识不恰当

第一，将教材教法和课堂教学策略的研究
看成是校本教研的重心，忽视学生；

第二，将校本教研看成是简单的听课、评
课、经验总结等；

第三，教师在进行校本教研时仅仅关注个
人经验，忽略他人经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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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校本教研的问题

（ 2 ）实践不真实

第一，“校本”的产生；

第二，教师的问题意识。

反思意识： 
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2132042525_0_1.html

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2132042525_0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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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校本教研的问题

（ 3 ）文化不倾向

“ 专业取向”的实践共同体

“ 行政取向”的学校科层管理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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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教研分为三种基本类
型：

        教学型教研

        研究型教研

        学习型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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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型教研

教学型教研：
       1 、 以教为着眼点，研究直接服从服务于
教学的需要。
        2 、主要以“课例”为载体
        3 、研究方式（活动方式）：
             以同伴成员的沟通、交流、讨论为主
。
        4 、研究成果的呈现样式：
              主要是文本的教案、案例式的课堂
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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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人同课多轮
• 2 、多人同课循环
• 3 、同课异构
• 4 、互助式观课
• 5 、邀请式观课
• 6 、反思式观课

课例研究的实践模式（行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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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型教研

• 研究型教研以研为着眼点，这种研
究一般以”课题”为载体，围绕一个科
学问题而开展，遵循科学研究的一
般程序和基本规范，研究课题及基
所形成的研究报告研究是研究活动
的主线，发现、创新是研究的重要
途径和产生研究成果的依据。

• 活动方式以课题研究小组为主
• 研究成果的主要呈现样式为课题研

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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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习型教研

• 以学为着眼点，旨在通过学习来提
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专业素质，为
提高教学质量提供保障，为教师专
业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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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习型教研

• 这种学习不是去掌握一些理论术语
和时髦名词，而是理解和领会理论
的内在实质，学习理论所蕴含的反
思和研究精神，不仅仅是运用理论
来解决自己的实践问题，而是利用
理论来对自己的实践加以思考。

• 读书和思考是研究的主线，观摩和
交流是研究的途径。

• 读书笔记，读后感，观后感，是研
究结果的主要呈现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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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型教研、研究型教研、学习型教
研是校本教研的基本类型，它们的有
机结合较为完整地体现校本教研的内
涵与外延。

• 提倡教学型教研，防止把校本教研
“神化”；

• 提倡研究型教研，防止把校本教研
“泛化”；

• 提倡学习型教研，防止把校本教研
“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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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案例

■■

■■

 校本教研案例分析

几点启示



北京市石景山区北工大附中课题组结
构

语文组
数学组
英语组

副校长：
周校
主任：
陈国秀
主任：
李小燕 

于京颖
高素芬
陈彦
杨洁
石莹

校长：吕
校

信息技术
网管教师



北京市石景山区北工大附中的校本教研
时时 时时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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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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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自学专题



组内、课题组听评课



听评课设计表格

课  堂 观 察 点
听评
课教
师

教学
环节

1．本节课主要设计了哪几个教学
环节，各环节所用时间。 于京

颖
高素
芬

教师
活动

2．设置了哪些问题，这些问题的
价值。
3．针对学生的问题，教师进行了
怎样的“隐”导。

学生
活动

4．学生解决问题的方式、手段。
5．解决问题的自主学习时间。

陈彦

信息
技术
作用

6．信息技术在教学各环节中所用
的时间。
7．信息技术发挥了哪些作用。

杨洁





北工大附中校本教研的启示

1. 面向过程：有清晰的时间阶段和任务划
分，有具体的任务，并由课题负责人进
行检查和监督

2. 以任务为驱动：理科信息技术与课程整
合

3. 借助课题学习提供的 61 个专题
4. 个体与群体智慧的发展：体现在整个过

程之中
5. 行动研究：不断的改正与完善
6. 实践之前，学习先行
7. 总结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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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发现问题

 2 、设计方案

 3 、行动实践

 4 、总结反思

 1 、发现问题

校本教研流程



课程说明

网络课程
•ppt讲稿
•视频案例
•论文
•……

跨越式教师培训课程（ 61 个专
题）

课堂提问技巧
课堂评价用语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
网络搜索技巧

高年级语文跨越式模式
论文写作

高年级英语跨越式模式
………………

培训专
题

评价方式

活动形式

学习目
标
学习内容

学习成果



培训课程群

跨越新手教师入门培训课程群
http://lcell.bnu.edu.cn/lc/lc_index.jsp?id=2922&courseId=114608

跨越式教师中级培训课程群
http://lcell.bnu.edu.cn/lc/lc_index.jsp?id=6683&courseId=118369

http://lcell.bnu.edu.cn/lc/lc_index.jsp?id=2922&courseId=114608
http://lcell.bnu.edu.cn/lc/lc_index.jsp?id=6683&courseId=118369


教学实践中发现的问题

• 课堂观察
• 自己的困惑
• 与同行的交流
• 与专家交流
• ……

您是怎么发现问题的呢？
问题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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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设计方案



设计方案

1. 实施方案：
面向过程：有时间、阶段、任务、监督

等要求和支持
一课多磨，一课三讲
同课异构，同构异课
选择合适的教研方式组合
2. 教学设计方案
关注问题解决点的设计
关注“有效教学”的设计



实施方案参考框架



杨庄中学英语教研

 教研目标：不同环境、不同学习者下的英语阅读课。

网络环境下，跨越式班学生 非网络环境下，非跨越式班学
生

1.某人旅游故事的听力引入，学生
讨论，旅游会涉及哪些内容，教师
画概念图

2. 学习课文

（ 1 ）地点排序

（ 2 ）判断正误并改正

（ 3 ）关键信息

Pairwork ：针对课文的问答与交流

3.扩展阅读（ 4～ 5篇）

4.完善概念图

5.交际，自己的旅游计划（开放
性 )
6. 网上打写与交流

1. 用白金汉宫等引入

2. 教师领学单词

3. 动词一般现在时和过去式儿
歌

4. 学习课文

（ 1 ）地点排序

（ 2 ）关键信息（两两问答）

（ 3 ）判断正误并改正

5.扩展阅读 1篇，比较与课文
的不同

6.针对框架的交际，自己的旅
游计划

7. 手写计划



课堂观察
点

评课教师 负责教师

信息技术
的作用

1 、网络环境下信息技术的作用；
2 、非网络环境下信息技术的作用

。

武学博

教师活动 1. “ 任务型”教学活动的体现；
2.对学生策略的指导；
3.教师设置的活动与目标的达成。

秦楠、
兰欣

学生活动 1.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及效果；
2.学生活动的形式对言语能力的体

现

李雁、
刘青

拓展资源
的整合

1.拓展资源与教材的关系；
2.拓展资源与学习目标的关系。

刘亚娟、
张国华

学案的使
用

1.学案在本课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2.学案的改进。

季红梅

杨庄中学英语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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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行动实践



正式教研活动
集体备课、案例分析
、公开观摩、听课评课

师带徒，结对子（实
习、职初、骨干）

出外参观考察，学术
会议或在职进修

立题讲座、课题研究
、专家示范 

校际合作、专业会谈

学术沙龙、主题答辩

非正式教研活动
● 围绕教学工作的随意交
谈

● 针对个别生的“集体会
诊”

● 教学疑难问题咨询、商
讨

● 对学校焦点问题自由讨
论

● 教师自发学术沙龙或聚
会

● 围绕教师工作网上聊天

● 教师反思阅读写专业日
志

● 教师与研究人员或校长
的平等对 话

             

选择合适的教研方式组合



同伴互助 课堂观察

行动实践的关键点行动实践的关键点

行动实践



0% 50% 100%

青浦

普陀

静安

浦东

长宁

徐汇

宝山

金山

集体研讨 独立钻研

0% 50% 100%

青浦

普陀

静安

浦东

长宁

徐汇

宝山

金山

同事间随时交流 教研组常规活动

    大部分教师欢迎合作中的学习，但又对常规的集体教
研不满意、欢迎非正式的同事交流。应关注：松散环境
中的策略安排，集体合作中的氛围营造。

       你认为哪种教研活动更
有效？

同伴互助



在集体教研活动中最擅长做和最经常做
的

0. 00

0. 20

0. 40

0. 60

0. 80

1. 00

青浦 普陀 静安 浦东 长宁 徐汇 宝山 金山

质疑别人的经验和
做法
表达自己的经验与
不足
听别人发表意见

梳理讨论中的主要
问题
提出解决问题的设
想

    问题意识差。没有质疑，没有提问，“你好，我好
，大家好”的讨论是形式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讨论
，构不成教师的群体合作学习。



提升教学质量提升教学质量提升教学质量提升教学质量

认知认知
广度广度

认知认知
深度深度

参与参与
度度

兴趣兴趣

课堂观察



课堂观察 课堂观察



课堂教学观察表课堂教学观察表

八个视角：①内容设计 ② 教学表述 ③进度安排 ④
资源利用 ⑤ 激发动机 ⑥师生互动 ⑦自主学习 ⑧鼓
励创新



  观察：教师的提问分析

提问的数量
提问的认知层次
提问的方式
问题的指向
学生回答的方式
教师理答的方式
………………



学生回答类型 频次 百分比
时时时 2 2.4%

时时时时时时 5 5.9%

时时时时时时时 13 15.3%

时时时时时 31 36.5%

时时时时时时时 34 40.0%

  观察：学生的回答分析



符号代表的含义
A ：独立连接电路
B ：与他人一起连接
C ：看他人做
D ：独自做与学习任务无关的
事
E ：离开座位

时间片断
各个符号发生的时间依次是
8:08, 8:10, 8:12, 
8:14……

学生 1
A B B A A 
A A A…

学生 2
A A A A 
A 
A A A…

学生 3
A B B C C 
C C C…

学生 4
A B B A C 
A A A…

学生 5
A B B A C 
D B A…

学生 6
A A B A 
A 
A A A…

学生 7
E B B A A 
D A A…

讲台

（空位）

窗 前
门

后
门

  观察：学生的学习状态



  观察：教师的移动位置



观察点的布置与实施

围绕教研的主题确定观察点
每个教研组内的人分配一个观察点
观察点要提早布置，领到观察点的老师要

提前看书、看文章，做功课，将该点做深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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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总结反
思



总结反思

三种形式：
教学前的反思（预测教学）

教学中的反思（监控作用）

教学后的反思（总结和批判）

需要给学生哪些关键的概念
、结论和事实？这节课中重
要的是什么？怎样的范围和
材料对学生是合适的？哪些
学生需要特别的关注？哪些
活动可以有助于达到目标？
哪些因素会影响效果？

反思学习内容是否得到充
分的展示？师生的交流和
对话是否充分？教学是否
适应学生？怎样积极引导
学生参与课堂？如何鼓励
学生主动思考、回答问题
？教师自身对知识的准备
是否合理？教学设计方案
是否合理？

反思课前和课中；
教学设计与学生的差距；
课堂结束后学生的作业情
况；
课堂中生成的其他问题；
偶发的一些灵感……
对整个教学过程进行思考
性的概括：教师教学观念
、教学行为、学生表现、
教学结果。

叶澜：“一个教师写一
辈子教案不可能成为
名师，如果一个教师
写三年教学反思就有
可能成为名师”。



教学反思的内容和形式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教学目标是否达到
b. 教法与学法是否科学
c. 教学中出现哪些教学灵感与顿悟
d. 学生出现哪些意想不到的障碍和“闪光

点”
e. 这堂课最大的成功之处和失败之处在哪

里
f. 这堂课今后在备课和教学时应在哪些方
面有待改进和创新



教学反思的内容和形式

主要有以下形式：
a.写教学后记：成功之举，失败之处，经验
之得，思维亮点，教学机制；
b. 写教育日记：所见、所闻、所思、所悟

，用日记形式记录下来；
c. 写教学随笔：案例评析、教学叙事、问

题单、学生反馈信息、同伴交流。



反思博客
http://yuxiaoyan_ks.eduol.cn/index.html

http://zphjm.blog.163.com/blog/#m=0

http://blog.xxt.cn/showBlogIndex.action?blogId=182314&tempid=0.1258883605685595

file:///lcell/lcVirtualStorage/WebRoot/UserFiles/68096/PPT/http:%2F%2Fyuxiaoyan_ks.eduol.cn%2Findex.html
http://zphjm.blog.163.com/blog/
http://blog.xxt.cn/showBlogIndex.action?blogId=182314&tempid=0.1258883605685595


教学反思的要求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回顾”，而是反
省、思考、探索和解决教育教学
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具有研
究性质。通过反思教师不断更新
教学观念，改造教学行为，同时
通过自己对教学现象、教学问题
的独立思考，提升自己的精神境
界和思维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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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教研专题网站——年会一等奖作品

校本教研方案（时间计划、人员分工）
校本教研资源（资源、案例、讲稿、论文

等）（可以是自己开发的，可以是对已有
61 个专题的完善）

过程性文档记录
教研现场课及资源
教研实录
教研反思（所有人员）

类似于综合课例





关于
校本
教研

校本
教研
类型

校本
教研
流程

专题
网站
建设

总结

我们坚信 :

• 校本教研绝非平庸
• — 追求教育质量全面提升的广阔平台；

• 校本教研绝非空无
• — 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智慧 ;

• 校本教研绝非孤单
• — 形成本土研究团队的必经之路。



真

真
问题

真
实践

讲
真话

研

研
思路

研
策略

研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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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教研——
           一路走来，点滴
都珍贵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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