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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山东省威海市古寨小学扎根校本,组织教师立足真实的教学问题和教学思考开展教科

研工作。“十三五”期间学校先后承担、参与了1项省级、1项市级、5项区级重点科研课题的研究,学校

被评为威海市教育科研先进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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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完善管理 制度保障 

学校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的教科研

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始终秉承教育以人

为本、教师以生为本、校长以师为本的

原则,在校内充分营造民主和谐、人和政

通的管理氛围,逐步形成具有亲和力、凝

聚力的教研环境,使师生都能感受到民

主、平等、友善、亲情、激励和鼓舞,

使教师能真正地感受到为师的尊严和从

教的价值。学校积极为教师搭建研究、

交流、展示的平台,使每位教师对教科研

工作充满了信心。 

同时,学校完善了《古寨小学课题研

究管理办法》、《古寨小学学科教研制

度》、《古寨小学课题负责人职责》等教

研组和课题组工作制度。使学校的教育

科研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科学化、系

统化。 

2 扎根校本 求真求实 

2.1让“高端”课题扎根校园本土 

“十三五”期间,学校在校长的主持

下先后开展了一项省级、一项市级、五

项区级重点科研课题的研究工作。为了

真正将这几项课题研究落到实处,学校

首先组织教师举行课题对话会,让老师

们了解这些课题,并让大家展开头脑风

暴,畅所欲言地讨论、交流,找出这些课

题与自己的教育教学的各种关联点。在

此基础上,再以教研组为单位,进一步筛

选、论证,最终立足自己的教学实际,确

立了能真实地解决自己教学实际问题的

子课题。这个过程使课题研究真正扎根

于学校的教学实际,老师们也在行动和

探索中理解着教研一体的内涵。他们在

教学中研究,在研究中提高,课堂愈加焕

发出生命的活力,教育教学不断取得新

突破。学校先后汇编了《小学数学“自

主学习能力”培养的行动研究》《构建语

文“121”课堂模式,培养学生自主学习

能力》两本著作,成为教师教学与研究的

范本。数学、语文学科“小老师开讲”

的研究成果先后获得威海市教育科研创

新成果大赛二等奖。 

2.2让“本土”课题花开有声 

在不断深入地课题研究和探索中,

学校越来越认识到引导教师立足教学实

际,扎实有效地做好教科研工作的重要

性。因此,教科研领导团队进一步理顺了

学校小课题的研究流程,指导教师通过

“问题筛查——问题论证——方案规划

——策略运用——成果生成”的路径,

扎扎实实地研究教学问题及改进策略。

这个过程中,我们把重点放在了前三步。

因为我们发现这三步是小课题研究有效

落实的前提。只有老师们真正静下心来

思考自己教育教学中的真正问题,并以

严谨的态度全面了解、论证这个问题当

前已有的研究成果,然后立足自己的实

际,确定真实有序的行动规划,他们日常

的研究行动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因此,

学校加大了对小课题的问题筛查、问题

论证、方案规划的指导和规范的力度。

在教师提交了《小课题申报表》之后,

首先由各学科分管领导逐一指导、修改,

然后再由分管教科研的主任进行二轮过

关。在不断地交流、碰撞、修改中,老师

们对小课题研究有了更加清晰的理解,

他们的行动也更具实效。 

这是信息技术组的谷老师对自己课

题研究的定位：“……经过反复研讨,我

们最终确定以连环画的方式组织教学。

信息技术课堂,一直都是以小组合作的

方式组织学习。不过由于绘画任务都一

样,所以“合作学习”就变成了好同学帮

差生解决技术难题。这种‘小组合作’

都是优秀的同学在付出,同学间并不是

真正的合作关系,而是帮扶关系。同时由

于绘画主题雷同,作品缺乏多样性,所以

每次都是几名画画好的学生积极展示,

画的不好的同学都不愿意参与,这也违

背了我们的‘全员参与,全面发展’的教

学理念。在反复的思考、改进中,我们找

到了解决的方案——‘连环画’课堂模

式。其基本活动形式仍然是小组合作,

但是要求小组共同确定好一个绘画主题,

然后每个同学承担不同的故事情节的绘

画任务。例如龟兔赛跑——每人画一幅,

最终六副画组成这个故事完整的故事,

所以每个组员的绘画内容都是不可或缺

的。而且因为组内同学要一起合作完成

连环画——确定主题、连环画内容的衔

接和讲述故事,这些都需要不断沟通协

作才能完成,于是真正的小组合作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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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正是这样扎根实际教学的深

入思考、以及行动上的不解探索,谷老师

的连环画课堂教学模式不断完善,2018

年,《连环画教学模式初探》获区信息技

术学科同研成果一等奖。其他学科如语

文学科的整合课型、数学学科的课内小

翻转、复习课开讲、英语学科的培养良

好的英语书写习惯等小课题研究,也都

取得显著成效,多名教师在区同研成果

中获一等奖。 

3 立足团队 携手共进 

3.1立足学科组的系列化主题教研

活动 

各学科每周有固定的两节课的学科

教研时间。在这个时间里,分管领导结合

学校本年度课堂研究主题定期给教师进

行系统的培训。如2017年学校的课堂研

究主题是“打造主动发展的课堂”,围绕

这一主题,各科分管领导先后进行了“主

动发展的课堂是什么”、“主动发展的课

堂模式”、“主动发展的课堂评价”等专

题培训,而各学科组长则在此基础上,结

合教学实践定期组织教师交流实践收获,

研讨落实策略。这种系列化的主题教研

活动,目标清晰,行动有序,保证了各学

科教学研究始终紧扣学校工作重点。 

3.2立足年级组的常态化随时访谈

活动 

每位教师在教育教学中有任何问题,

随时访谈身边的伙伴就是最简单、最快

捷的方法。因此,我们提出“人人是我

师,时时可学习”的随时访谈口号,倡导、

鼓励教师随时随访谈身边人,学习好做

法。于是课间十分钟、午间餐桌前,放学

路队边……我们的随时访谈无处不在。

通过随时访谈,青年教师积极学习骨干

教师的教学和管理经验,取长补短,他们

开心于自己业务能力的提升,而“老教

师”们则发现：在被访谈的过程中,他们

也在不断地梳理、完善自己的经验体系,

个人风格更加清晰。 

4 主动发展 成果丰硕 

4.1主动学习成为自觉 

教师们主动研读教育名著,在不断

地学习中,“读透学生,把学生放在心中”

“提高现场学习力”“向名师学习”“好

课是实实在在的课 ”等理念逐渐成为大

家的共识；教师们主动进行“名师研究”

活动, 吴政宪、窦桂梅及身边的威海名

师的成长历程与智慧,成为他们最好的

行动范本；教师们主动学习校内名师,

与之结成“成长共同体”,在“随时访谈”

中不断的完善着自己。在这样积极主动

的研究氛围中,教师们真正体验到主动

发展的动力和幸福。 

4.2主动研究成就模式 

语文课堂通过检查预习、精讲品读、

迁移运用三个环节,构建起“单元整合”

的主动发展课堂；数学课堂通过创设情

境、合作互助、精讲点拨、有效训练等

四个环节,构建起“自主探究,合作互助”

的课堂模式；体育学科构建出“情境激

趣  快乐健身”的主动发展课堂模式。

在威海市小语名师影子培训中,我校展

示了两节语文研究课。主动、简约、扎

实的教学风格得到了省专家魏嶶教授的

好评。 

扎根求实的教科研工作为学校发展

带来了勃勃生机,教师团队整体专业素

养不断提升。全体教师乐在其中、成在

其中。我校团队建设的经验做法和对问

题儿童的研究先后在《中国教育报》《现

代教育报》《小学德育》《班主任》等重

点媒体做了报道。10余名老师在省市优

质课评比中获奖,特色创建经验先后发

表于《亚太教育》《师道》《中国教师报》

《山东教育报》等。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海。”未来的每一天,我们将怀揣这份扎

根的力量,踏实行走,不懈钻研,用主动、

勤奋和执着不断谱写学校教育科研工作

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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