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科”大文章
———创新“小学科”区域教研模式的有益探索

戚墅堰区教师发展中心

　 　 一、概况

“小学科”是指从学科教研角度来看，一所学校该科专职教师数量较少，由此造成难
以培育学科骨干教师、难以开展教研组意义上的学科教研活动、教师专业交流机会与空
间相对不足、在校内学科格局中相对被边缘化的学科。依据区域具体情况，我们将“小
学科”确定为中小学思品、音乐、体育、美术、信息技术、综合实践活动，中学生物、地理和
小学科学等１５个学科。２０１３年１１月，我区成功申报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
点自筹课题《“小学科”教研的区域架构研究》。一年来，我们依托该课题，倾情夯实“小
学科”教研管理，建设学习型教师团队，开展主题式特色教研活动，倾力创新“小学科”
区域教研模式，促进区域教研均衡优质发展、教学水准全面攀高、教师成长携手并进。

　 　 二、内容

　 　 （一）夯实“小学科”区域教研管理
１． 调研摸准实情
在专家悉心指导下，我们精心研制系列《戚墅堰区“小学科”专任教师情况调研

表》，调查全区“小学科”专兼职教师数量、学历背景、教龄、研究经历、教学需求、工作状
况等信息；通过问卷调查、教师沙龙、专题访谈和现场观察等途径，了解“小学科”教研中
存在问题与不足，优势与长处，进行相应归因分析和发展空间与可能性分析，形成调研
报告。
２． 管理提升效度
要求各中小学从国家课程和素质教育高度，将“小学科”与其他学科置于等同地位，

严格按国家计划开齐开足“小学科”；配全配强“小学科”师资，尽力减少兼职现象和老
弱病残现象；统一全区相关教学进度。每学期抓牢常规调研、质量调研、教学研讨等契
机对“小学科”课程开发、课堂教学、学生发展、备课作业等持续发力。期初汇总各校课
表，平时据之督查“小学科”教学情况。发现不规范者，立即和校领导沟通，督促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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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构建教研共同体
教研共同体是一个由具有共同愿景的组织或个体构成的教研团体，通过彼此间沟

通、交流，分享资源，共同完成一定任务。一年来，我们聚力于构建区域“小学科”教研共
同体的方法和模式。一是组建区“小学科”教研指导组。指导组由课题组核心成员组
成，区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担任组长。主要任务是以指导《“小学科”教研的区域架构研
究》课题研究为平台，统筹学科建设，研究指导学科教学、教研工作，并对全区“小学科”
教学情况、学生学习情况进行调研和监控。二是建立各校“小学科”跨学科教研网络，主
要任务是组织开展学校“小学科”跨科教研，加强对课程问题的日常诊断分析，提供解决
问题的方案策略等。同时，规定每周三、四、五上午８∶ ００—１１∶ ００为全区“小学科”专
题研修时间。
　 　 （二）建设区域学习型教师团队
１． 全面研训，“校本”追求
按课题组统一部署，借机区本研修及校本研修，组织所有“小学科”教师专心研读新

课程标准，紧扣“学习—迁移—实践—反思—升华”五环节，通过专题研训、读书沙龙、草
根论坛等途径，在课程目标、教学资源、小组建设和学科特色等方面助推“小学科”课程
的校本化实施。
２． 专家指引，思维激活
区教师发展中心和课题组支持鼓励小学科”教师参与市内外各种相关教科研活动；

组织聆听国际课程研究促进会名誉主席、杭州师大教科院张华院长专题讲座；邀请姚卫
伟、朱志平、顾润生、龚国胜、李令永、王俊等一批市内外专家莅临指导，解答课题实验疑
难，探讨区域“小学科”发展之路。
３． 骨干引领，多层结对
注重发挥区域内骨干教师示范作用，举行优秀教师教学展示活动和数字化学习优

质课观摩活动，以点带面，促进成长。鼓励有特长互补或相同需要的教师跨校跨科跨年
级跨中小学建立师徒或结对关系，扎排下海，并肩前进。
４． 建章立制，跨科研修
区教师发展中心和课题组督促各校“小学科”建立健全教研学习制度，定期召开例

会，如月例会制度、跨科跨年级听评课制等，教研员及课题组核心成员不定期到一线督
促指导。
５． 网络教研，共享成长
网络教研是借助计算机网络平台进行教学讨论和研究活动的一种教研方式，其功

能是帮助教师解决教学问题、促进情感交流、实现教学经验、知识和智慧共享。课题组
建有《“小学科”教研的区域架构研究》网站，设有理论学习、成果共享、教学反思、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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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等８个栏目，及时上传和更新理论文章、优秀课例、教学资源等，并利用区“电教在
线”链接汇聚各级各地优秀教育资源网站。各“小学科”均建有网络教研平台，突破时空
限制，随时随地培训，即时释疑解惑。
　 　 （三）开展主题式特色教研活动

所谓主题式研究就是将教研与科研有机融合，以“小学科”教学中的较复杂问题或
内容为研究对象，以子课题形式，围绕同一主题组织两次或多次教研，渐次解决问题。

课题组每学期初制定区域“小学科”教研工作计划，各科负责人依此制定相应学科
教研计划。计划安排具有针对性与可操作性，促进活动主题、内容、责任人、时间、地点
和效果“六落实”。
１． 单一学科特色教研活动
２０１４年上半年，我们主要进行了包括基于课堂观察的教学改进、基于标准的教材分

析等基于区域需求的学科特色教研活动。
具体安排见下表：

２０１４年（上）《“小学科”教研的区域架构研究》课题工作初排（节选）

基
于
区
域
需
求
的
学
科
特
色
教
研
活
动

学　 科 特　 色　 主　 题 负责人 时间

１． 初中地理 新课程标准视域下“当堂训练”的
实践研究 姚炳华 ２０１４． ３

２． 初中思品 课堂教学生活化实践探索 刘晓光　 裘高飞 ２０１４． ４

３． 中小学体育 技能教学课型研究 任雄伟 ２０１４． ５

４． 中小学信息技术 基于本区学情的跨学校信息技术
校本教研

魏　 忠　 金建斌
张　 栋 ２０１４． ５

５． 初中生物 新课程标准视域下“当堂训练”的
实践研究 周金娣 ２０１４． ５

６． 中小学美术 教师的课堂示范研究 陈秋玉　 袁　 娇 ２０１４． ５

７． 小学思品 立足课堂指导促进行为养成研究 李德平 ２０１４． ５

８． 中小学音乐 课堂常规的建立研究 陈秋玉　 陆荣兵 ２０１４． ５

９． 中小学科学 实验课型研究 任雄伟 ２０１４． ６

１０． 中小学综合实践学生成长电子档案的研究 陈琳瑛 ２０１４． ６

２． 跨学科特色教研活动
２０１４年下半年，在深化单一学科特色研讨的同时，推动课题研究向纵深发展，举行

了包括基于问题的跨学科教学研讨和教师沙龙、开发多视角的教学设计、实现多渠道的
教学资源共享等研究活动。例如，初中政史地学科围绕“新课程标准视域下当场训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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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研究”主题，举行全区规模跨学科教研活动及沙龙活动６次，吸引很多其他文科老
师主动参与；中小学音乐、美术学科以“课堂常规的建立与培养”和“教师课堂示范研
究”为专题，组织全区音乐、美术老师跨科跨级跨中小学研讨；信息技术学科采用“必修
与选修”、“线上与线下”相结合方法推进信息技术普及培训，倾心组织参加“信息化教
学能手”、“网络团队教研”、“中小学电脑制作”等各级各类竞赛，推动信息技术与中、
小、幼各学科深度走向融合，成绩斐然。
３． “小学科”普适性教研活动
主要包括优秀教师示范引领、教师培优推优等活动。主要有：
①名课研析。通过对名家视频课例或名师课录文字的欣赏与品味，学习先进教学

理念。
②区域会课。以区内二至三名教师汇报课为案例进行交流研讨，通过对课堂教学

诊断与分析，帮助执教教师更科学审视自己课堂，捕捉隐藏在行为背后的教学理念，从
而找到改进切入点，提优教学能力和素质。

③对比教学。主要通过“同课异构”、“异课同构”等形式对课堂教学对比剖析，同
中求异，异中求同，从而实现对教学理念的深刻理解和教学策略的最佳选择。

　 　 三、特色

１． 针对区域内“小学科”教研瓶颈，基于区域发展需求，开展系列特色教研活动，全
面提升教研水准，促进全区“小学科”教研优质均衡发展。
２． 初步统合区域内学科教研资源与优势，形成区域教研合力，实现“小学科”教研

力量、资源、成果和经验等共享。
３． 增强了区教师发展中心对区域学科教研管理针对性，弥补“小学科”教研力量不

足，提高了“小学科”整体教学水平。
４． 为全区广大“小学科”教师快速发展提供运行机制和强有力保障。

　 　 四、成效

１． 促进了“小学科”教研均衡优质发展
“小学科”区域教研集聚全区所有“小学科”教师，初步打破了校际壁垒学科壁垒。

通过各校之间学科之间交互学习，扩大研究规模，唤醒全员智慧，打造学科特色，使这些
学科的教研既得以正常开展，又得到均衡优质发展。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我区为市综合实践
活动课程研讨活动提供现场，并作经验介绍，相关工作得到张华教授、潘小福副院长、王
俊博士等与会领导专家的充分肯定和热情赞扬。一年来，我区先后承办小学音乐“金燕
南名师工作室”的研究活动；常州市小学品德“同题异构”联合教学研讨活动；常州市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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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学“同题异构”联合教研活动。先后与天宁、金坛、溧阳教师同台献艺，进行扎实有
效的研讨。组织区级“小学科”教研活动３０多次，较去年增加一倍；同时，各校创造性举
行校级跨级跨科研讨２０多次。
２． 促进了“小学科”教学水平整体提升
“小学科”区域教研模式的构就不仅促使各中小学在教研方面相互取长补短，也使

其在课程建设、教学管理及师资培育上相互学习和借鉴，从而推动了全区“小学科”教学
水平的整体攀升。在平时质量调研和期中期末统批中，我区“小学科”教学质量明显提
升。
３． 促进了“小学科”教师专业竞相发展
“小学科”区域教研模式给广大教师造就了融入教研、交流共享、展示自我、干事创

业的机会和舞台，增强了教师的教研自信，增进了对教育教学的理解与领悟，促进了并
肩成长与创新发展。一年来，“小学科”教师专业成长捷报频传。计有１２０多人次在区
级以上各级各类比赛中获奖，３０多教育教学论文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４０多篇论文在
区级以上获奖。例如，信息技术：有２２人次在大市以上获奖，其中张烨、刘晓近双双荣
获２０１４年省信息化教学能手比赛一等奖，王佳俊荣获二等奖；在市教师网络团队教研
比赛中，我区荣获一等奖三个；思品：裘高飞荣获市优质课评比二等奖，刘晓光发表省级
以上论文６篇，其中中文核心期刊３篇；地理：姚炳华发表省级论文３篇；综合实践活动：
在市中小学研究性学习优秀成果评选中，我区荣获得特等奖１项，一等奖３项；顾金莲
荣获基本功比赛市一等奖、省二等奖，其执教的《节水小达人》一课被“教学新时空”录
入名师课堂；音乐：陆荣兵创作歌曲《家乡的小蓬船》荣获省“五星工程”奖，市“五个一”
工程奖，《山花花》获市音乐新作品大赛特等奖，并有多首作品发表《歌曲》、《儿童音乐》
等杂志。

“东风脉脉无语间，排比花枝相竞发”。我们决心继续以区域教育为舞台，以“小学
科”为主色笔，以《“小学科”教研的区域架构研究》课题为主旋律，进一步浓情谱写区域
教研均衡优质发展的华美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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