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持“草根”团队建设，促进教师自主发展
金坛市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

　 　 一、概况

随着新课程的深入推进，教师的专业发展意识不断增强，由此推动了中小学教师研
修方式的不断改进。２０１１年，金坛市教育局启动了名教师工作室建设工作，评选并聘任
了首批２２个名教师工作室。在学校调研并与一线教师交流的过程中，金坛市教育研训
中心了解到，部分学校教师自发组建了一些“草根”状态的“工作室”、学术研究小组等
教师专业发展团队并取得了积极成效。据了解，目前我市中小学有各类“草根”工作室
近３０个，其中不乏建设良好、成效显著者，他们带动了一批教师的成长，为我市学校教
师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

　 　 二、内容

“草根”工作室由学校教师自发组建，不隶属于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因而人们对其运
作及成效知晓不多，外界对其支持也不够，其发展基本依靠团队自身的力量。我们意识
到，能够组建并持续发展的“草根”工作室精神可嘉，为此，我们在多方面予以大力扶持。
１． 开展专题调研，摸清队伍现状。自２０１２年秋学期起，研训中心开展了三次专项

调研活动，通过网络调研、实地考察等形式，逐步了解了我市中小学“草根”工作室的发
展状况，对其组织机构、队伍组成、活动方式、主要成果、发展困惑等有了基本了解。调
研表明，目前，有明确的研究方向（主题）、建设制度、工作方案、活动计划、成效评价的
“草根”工作室达２１个。工作室成员以本校教师为主（５个工作室有跨校成员），围绕学
科教学的某个方面开展研究与实践。也有少数工作室只能属变相的教研组或备课组，
承担了常规教研活动职责，意义不是太大。
２． 开展专题研讨，规范工作室建设。通过调研，我们意识到，部分“草根”工作室对

工作室建设目标及要求还不明确，管理不够规范，活动质量不高，为此，研训中心举行了
专题研讨和经验交流活动。请建设水平较高的“草根”领衔人介绍经验，也请各工作室
畅谈建设体会及困惑和问题，为各工作室规范建设及后续发展提供了策略及经验。
３． 搭建成长舞台，提升工作室建设水平。“草根”工作室亟需扶持和鼓励。为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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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工作室发展过程中的盲目性和随意性，研训中心有目的地开展了主题交流活动。
活动前，研训员与工作室领衔人（负责人）一起研讨、规划活动主题及方案，其后在校、
片、市等不同层面上组织学科教师进行研讨交流，鼓励并促进“草根”工作室的发展。研
训中心还积极联络，支持“草根”工作室与金坛市名教师工作室联合开展活动，同时与周
边县区联络，为他们创造走出金坛推介经验成果的机会，引领了“草根”工作室的发展。
４． 以评促建，促进“草根”工作室发展。在专题调研、专项活动的基础上，２０１４年４

月，研训中心开展了“草根工作室”阶段性总结评比活动，评选出４个优秀“草根”工作室
并予以表彰奖励，并将其中２个优秀工作室升格为金坛市名教师工作室，产生了较为积
极的影响，为促动其他工作室的建设发展起到了引领示范作用。

应当看到在领衔人的带领下，各“草根”工作室立足学校，基于学科，开展了卓有成
效的研究和实践活动，取得了积极成果。本次评选出了４个“草根”工作室，他们的建设
水平都比较高，工作扎实，已在市内外产生了较大较好的影响。如：华罗庚实验学校钱
新民老师领衔的“童漫作文研究工作室”、朝阳小学蒋守成校长领衔的“小学数学主题拓
展研究工作室”、金城中心小学戴振华领衔的“儿童科学沙龙团队”工作室、华罗庚实验
学校王益琴领衔的“快乐珠心算工作室”、尧塘中心小学陈东栋领衔的“数学童话工作
室”等。

　 　 三、特色

综合各“草根”工作室的情况和特点，我们发现其主要特色有：
１． 形成了较高水平的专业团队。实践证明，一个优秀的“草根”工作室首先有一位

高水平的领衔人，其周围凝聚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专业团队。其中，领衔人尤为关键，是
工作室的灵魂，其专业思想、专业水准、组织能力、敬业态度及人格魅力决定了工作室的
建设水平。像钱新民、蒋守成、戴振华、王益琴、陈东栋等都是常州市学科带头人以上学
科骨干，其专业水平及精神有目共睹，确保了其工作室的健康发展。在领衔人的带领
下，各工作室成员也茁壮成长，在教育、教学、教科研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２． 有明确的研究方向。各“草根”工作室都能根据自身特点和优势，确定研究方向

并开展扎实研究。如：钱新民老师领衔的“童漫作文研究”工作室，以省级立项课题
“儿童漫画作文教学研究”为载体，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把漫画引入语文的读写结合环
节，在“如何运用儿童漫画发展学生的言语智能”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究实践；蒋守成领衔
的“小学数学主题拓展研究”工作室通过专题项目研讨、辩课和上课、工作室互动、主题
讲坛、项目策划、教材研读、主题拓展课程教师资源和学生资源开发等项目开展活动；金
城中心小学戴振华领衔的“儿童科学沙龙团队”工作室以常州市级课题“儿童化科学课
堂研究”为主题，按子课题分组研究推进；华罗庚实验学校王益琴领衔的“快乐珠心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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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室”将珠心算与小学数学有机结合，走出了课程校本化实施的新路；尧塘中心小学陈
东栋领衔的“数学童话工作室”依托常州市重点课题“小学数学文化资源开发与校本化
实践的研究”，将童话引如数学教学，编制适合学生的数学读物，丰富了学科资源及教学
方式。
３． 接地气，与学校及学科紧密结合。立足学科，基于课堂教学是“草根”工作室的

共同特征，也是他们发挥建设成效的关键所在。各“草根”工作室活动方式主要是专题
研究、课堂实践、沙龙研讨、调查研究、反思改进。各工作室都利用研讨课的形式实施研
究，近二三年来其足迹遍布了全市学校。如：陈东栋领衔的“数学童话工作室”编制了一
至六年级数学童话校本读本六册，开展了校本化实施；金城中心小学戴振华领衔的“儿
童科学沙龙团队”完成了全市范围小学生科学学习现状调查和分析，并组织专题沙龙４
次。赴各校举办了３０多场开课及主题交流活动；“童漫作文研究工作室”先后在华罗庚
实验学校、朝阳小学、常州怀德苑小学等十多所学校上了２０多节研究课并进行研讨交
流。

　 　 四、成效

“草根”工作室的建设，为优化学科教学及一线教师发展提供了良好平台，也取得了
积极成效：
１． 探索并形成了一些教学法。如：钱新民工作室逐步形成了童漫作文“四步教学

法”；蒋守成工作室形成了“小学数学主题拓展系列课程教学范式”；王益琴工作室形成
了珠心算教学基本模式；陈动栋工作室总结出了“数学童话”编写策略与方法。
２． 建设了一批学科资源库。“童漫作文研究工作室”初步建立了适合儿童习作的

漫画资源库；蒋守成校长领衔的“小学数学主题拓展研究工作室”为朝阳小学成功创建
常州市数学课程基地提供了很好学术和资源支撑；尧塘中心小学陈东栋领衔的“数学童
话工作室”编制了一至六年级数学童话校本读本六册，目前正在编制《数学相声》、《数
学魔术》、《数学笑话》、《数学与文化》等校本读物。领衔人为学生写近２００余万字的数
学故事、数学童话、数学史话，数学魔术；王益琴领衔的“快乐珠心算工作室”工作室建立
了“珠心算专题网站”，编制了一至二年级的专项练习。
３． 促进了师生的成长。钱新民工作室的阶段性成果获得江苏省“舜湖杯·教海探

航”征文一等奖，成果报告在核心刊物《小学语文教师》（２０１２年５月）推介。金坛电视
台对其研究成果进行了专题报道；蒋守成工作室近年来在上海、常州、盐城、金坛等地进
行了主题拓展教学和课程的推广。主题拓展专题论文获中国教育学会小学数学第十五
届年会论文一等奖，并在专题文集中交流。珠心算工作室成员所带的三名学生组队代
表常州参加了江苏省第十九届珠算式心算能力比赛，获得了技术进步奖，三名选手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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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优胜奖。２０１４年，在常州市珠心算教育实验优秀项目评比活动中荣获一等奖。２０１４
年，领衔人王益琴老师被常州市教科院聘为常州市珠心算中心组组长；２０１３年７月，钱
新民为金坛三校五百多人作暑期培训专题讲座，他还受《当代教育家》杂志社邀请，在全
国第七届“新经典”大讲坛上作主题发言———《陶醉在童漫作文世界里的孩子们》。成
员中有４为常州市学科带头人，在省级刊物发表论文１７篇；蒋守成被评为省“３３３高层
次人次培养对象”，他领衔的“小学数学主题拓展研究工作室”更是远赴省内外授课或举
办讲座，产生了积极影响。
４． 带动了教研团队建设。“草根”工作室的建设目标是促进学科教学和教师的专

业发展。在其运作过程中，工作室成员通过加强理论学习、主题研讨推进了教师的专业
发展和学习型组织的建设。“草根”工作室营造了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带动了所在教
研组的建设，改善了教育生态。王益琴工作室三年多来，工作室成员的脚步到过南京、
南通、常熟、常州等多个城市，成员内部的培训也多达十次。王益琴老师还多次在常州
市珠心算活动中进行工作汇报。蒋雷萍老师曾在江苏省珠心算师资培训会议上作经验
交流，受到与会教师的一致好评；金城中心小学戴振华领衔的“儿童科学沙龙团队”工作
室领衔人在省“教海探航”颁奖会上了展示课，扩大了影响。团队成员专题论文《江苏教
育》《科学课》等杂志发表五篇；陈东栋工作室共有２５００多篇在《小学生数学报》《快乐
数学》等二十余家教辅杂志上发表。

因为一个专业发展团队的建设，促进了一个备课组或教研组的建设，多个工作室的
涌起带动了整个学校的改观，是“草根”工作室建设中最乐见的状态。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我们相信，有一批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金坛市
名教师工作室的带头引领，加之各校一大批“草根”工作室的生动活跃，金坛教师的整体
面貌必然展现出新的姿态，由此推动金坛教育向优质、品牌和可持续发展不断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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