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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滁州市琅琊区：深耕教研 擦亮“学在琅琊”品牌
□黄世凤    吴雄峰    潘    超
水本无华，相荡乃成涟漪；石本无火，相击始发灵光。教研工作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
抓手，也是推进学校课程改革、提高教学成效的主阵地。近年来，滁州市琅琊区教科研工作
在区委、区政府坚强领导下，在区委教体工委、区教体局领导的高度重视下，在全区各级各
类学校（幼儿园）书记、校（园）长的鼎力支持下，在全体教师的潜心研究和共同努力下，
一批优秀的教研团队脱颖而出，他们在教学中凝聚育人的智慧，书写教育的奋进之笔。
前不久，省教育厅公示了首届中小学、幼儿园教研先进单位、优秀教研组、优秀教研员评选
结果，滁州市实验幼儿园“一朵云”教研组、滁州市第二小学语文教研组、滁州市第二小学
数学教研组、滁州市紫薇小学道德与法治教研组均被评为优秀教研组，“这么多催人奋进的
成绩，是我区扎实有效地开展教科研工作的阶段性成果，是上下勠力同心辛苦付出的结果，
今后我区将继续深耕教研，全面提升我区教育教学质量，打造‘学在琅琊’的品牌。” 区
委教体工委委员杨甫东在采访中说。为激励典型，宣传优秀教研组的成果经验，进一步促进
全市乃至全省教研工作均衡发展，本期我们走进这几所优秀的教研组。

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我们教研组共13名教师，专职教师3人，兼职教师10人；其中：1名特级教师，2名高级教
师，5名一级教师，5名二级教师，拥有安徽省特级教师、安徽省教坛新星、滁州市学科带头
人、滁州市教坛新星、滁州市骨干教师……”滁州市紫薇小学道德与法治教研组组长徐婷婷
在谈及团队成员的时候不禁嘴角上扬，“我们组内成员以中青年为主，又有多年从事教育教
学研究工作的学校领导作指导，骨干教师干劲足，青年教师热情高，教研氛围十分浓厚。这
些优势为我们开展教研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学校教育教学的生命在于质量，教学质量的关键在
于教师的素质。教师如果不学习，教研活动就会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为了进一步提高学
科教师的教科研水平，徐婷婷介绍说，学校经常组织教师以分散和集中相结合的方式，认真
学习各种理论书籍以及大量的与学科相关的教学杂志；组织学习道德与法治学科课程标准；
网上下载许多有关学科教学的相关文章，供教师学习；每年根据市区教科室安排，派出骨干
教师、青年教师，参加思政课教师专项培训的国培计划、全国中小学思政课教学改革研讨
会、安徽省中小学思政课骨干教师研修等各项思政教育培训项目。“我们要求教研组成员外
出或线上培训均能细心聆听专家讲座，认真做好培训笔记。培训结束回校后，教师需要在教
科研活动中将最新教科研信息汇报，以此提高每位教师的理论水平。”徐婷婷采访中说。
青年教师的培养一直是紫薇小学教研工作的重点，据徐婷婷介绍，组内的骨干教师甘为人
梯，在教研组内做好模范引领作用，对青年教师倾囊相授，尽心尽力培养青年教师。教研组
骨干教师与青年教师结对帮扶，通过定期上课、听课、评课等教研活动，有效地促进青年教
师快速成长。经过数年的努力，青年教师更新了教育观念、规范了教学行为，提升了教学水
平。同时，“师傅”在帮助新教师成长的过程中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的角色，变压力为动力，
提高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与新教师的互动中会锻炼自己的合作能力，吸收新教师身上
的闪光点来开阔自己的眼界，发展了能力，创新了思想。
由于教研活动步步扎实，忙而有序，教师们真正在参与、在研究，次次有收获，在一系列教
育教学活动竞赛和论文评比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2022年滁州市紫薇小学也成为安徽省首
批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学改革创新联合体，为全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提供可复
制可借鉴的经验。
滁州市紫薇小学的教师们在磨课

一花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
“我们要求每位老师每年读一本教育专著，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每人写一篇有较高水平的
教育教学论文，提高自己的思考能力；每学期作一节自荐课，不断更新教学理念；每个年级
教研组围绕本组研究主题上一节研究课……”作为拥有滁州市小学数学名师工作室主持人、
正高级教师、省特级教师、省教坛新星、滁州市名教师等众多头衔的数学教研组长朱森明，
充分发挥“领头雁”的作用，每学期初，都会制订教研工作计划，实施各种教学研讨，不断
提升教研组成员的整体素质，帮助组员快速成长。
“我们组共有教师54人，平均年龄43岁，教师年龄层次整体偏大，但经验丰富。”朱森明介
绍说，为发挥优势，数学教研组以“带常规，抓结对”的制度，负责指导的教师每学期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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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结对教师的课堂，跟踪听课，不定期指导青年教师课堂教学实践活动。“教研组对教学实
践活动的要求比较高，每进行完教学实践后，帮扶教师都要当面评议，结对教师听取听课教
师们的意见和建议，以小组为单位再次研讨成熟的案例进行集体备课，研读课标，这样青年
教师一直在成长”，组员吴国庆在采访中说，她坦言自己是“传”“帮”“带”活动的直接
参与者和受益者，如今她的多个省级课题已结题，同时获得省优秀青年教师称号，“来到二
小，虽然磨课的时候很辛苦，熬夜是常态，但在现在看来更多的是幸运。”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不仅仅是数学教研组，滁州市第二小学语文教研组
也极为重视青年教师的培养，制订青年教师培养计划，积极营造有利于青年教师成长的学习
环境和教研氛围，促进他们专业更快发展。学科领军人物安徽省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张德
银老师，主持了4项省级课题研究，其中一项荣获安徽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30多
篇论文发表于权威学术刊物。在他及名优教师的引领下，教研组培养出省特级教师4人，市
学科带头人4人，市级骨干教师6人，省教坛新星2人，市级教坛新星2人，区名教师1人、学
科带头人4人、骨干教师5人、教坛新星5人。
据张德银介绍，学校根据每位青年教师的具体情况，量身定制培养规划，为其聘任思想作风
好、学术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治学严谨的教师担任指导教师，充分发挥老教师的“传”
“帮”“带”，使年轻教师迅速成长。另外，充分发挥名优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通过名
师工作坊、考察学习、送教下乡、青年教师教学展示、骨干教师示范课等形式，为青年教师
提供专业成长的平台。同时，定期组织青年教师开展说课、上课、读书演讲等教学基本功竞
赛，推荐青年教师参加各级业务培训和竞赛，为青年教师学习深造、课题研究、进修培训、
经验交流创造条件。“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潜心教研，倾心付出，热心服务，同青年教
师肩并肩，赓续前行，奋楫争先！”张德银动容地说。
滁州市第二小学教学活动展示

让每一朵小花都幸福绽放
滁州市实验幼儿园坐落于钟灵毓秀的琅琊山脚下，始建于1985年，安徽省一类一级幼儿园。
历年来， 实验幼儿园始终秉持“春风化雨 让每一朵小花幸福绽放”的办园理念，以规范、
科学、优质的办园质量赢得社会广泛赞誉及认可。在这里，有一个砥志深耕的教研团队——
“一朵云”教研组，它正以“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的教育信念，以专业、精业、敬业、勤
业的学前教育情怀，推动了园所的高质量发展。
据教研组组长郑蕾蕾介绍，教研组组内共有成员15人，均为本科学历，组内每个人都有深厚
的教育情怀，非常热爱教研工作，她们致力于研究幼儿的需要、兴趣和发展可能，她们立志
于解决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困难。“在专题教研中，我们会根据教育教学中教师们遇到
的问题制订研讨方向，开展的专题教研主题有集体教学活动、教师观察能力、个别化学习活
动的材料投放等。我们也通过案例研讨、听课评课、教师沙龙、班主任沙龙、师徒结对、共
读活动、长青组活动、萌芽组活动等形式多样的教研形式，只要是对解决教师当下问题有帮
助的形式，都会积极尝试，我们力争让教研有趣，让研讨有效。”郑蕾蕾在采访中说。
近年来，教研组结合实际经验，确立了合理的教师分层方式，有以教研组长为首的名优教师
团队；有以经验丰富专业有所长的教师组成的骨干教师团队；有在专业上积极进取不断思考
的新青年教师团队。团队合理的教师分层方式，形成了以老带新，以新助力的良好教研氛
围，促成了教研组学习共同体式的发展。组长及名优教师成立了工作室，并被聘为高校的校
外指导教师，成为本园乃至区域专业发展的领头雁，充分展示了教研组长的“引领者”作
用。骨干教师能在本园、本区域的教研活动中起到引领作用，对内承担着培养新教师的重
任，能积极主动与其他教师交流教研成果，解决保教现场的问题。对外在区域内开展教研交
流，将组内教研成果进行推广。新教师也能在各种活动中崭露头角。
葛慧，滁州市实验幼儿园大班组教师，安徽省教坛新星，曾获教师素养大赛一、二等奖，琅
琊区自制教玩具比赛二等奖，琅琊区信息素养比赛微课二等奖，多次在征文比赛中获奖。回
想起参加教坛新星的比赛历程，她说：“由衷地感谢实验幼儿园优秀的教研组，一遍又一遍
地帮我磨课、一次又一次地观摩教学现场、一字又一句地梳理我的演讲文稿，不漏过任何一
个细节，不仅在生活上给予我支持，还在专业上不断给我指导，比赛赛程很长，过程也很
难，正因为有这样优秀的共同体，我才有如此的信念和力量走到最后……”
不仅仅是引领园内教师的专业化成长，同时，教研组内成员还肩负着教育院校学生的培养任
务，有五人被聘为校外指导教师。幼儿园也成为了滁州学院教科院学前教育专业的见习和教
育实践基地，每年承接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们的见习和实习工作，帮助他们坚定从事幼教的信
念与初心，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前教育工作者。“今后，‘一朵云’教研组，将继续一路探
索、一路沉淀、 一路成长，让每一朵小花都幸福绽放。”面对省级优秀教研组这一荣誉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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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郑蕾蕾这样说。
滁州市实验幼儿园教师们在开展教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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