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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县域教研组长工作室的建设 
◆刘国培 

（云南省楚雄州双柏县教育局教研室  云南双柏  675100） 

 
笔者历经“县域教研组长工作室”建设与管理工作，在学习

中借鉴、在实践中总结、在反思中前行。通过三年多的实践，积
累了一些经验，现将我们的做法与各位同仁商榷。 

一、对县域教研组长工作室的认识 
（一）县域教研组长工作室的性质。县域教研组长工作室是

用县域特色学科命名的临时性的工作机构，由同一学科骨干教师
共同组成的, 集教学、科研、培训于一体的学术研修共同体。主
要是针对县域名师声誉不高、影响不大、数量不多等质量问题，
以及边远山区、经济落后、民族众多、校点分散等地域特征而建
立的一种乡土教研组织，这种以学科带头人为引领、以骨干教师
为主力，以挂牌学校为基地，用师风建设、专业培训、教学研讨、
课题研究等活动为载体，形成教师间专业引领、同伴互助和自我
反思的精神家园。 

（二）县域教研组长工作室的任务。工作室以三年为一个活
动周期，主要目标任务是：探索教师培训模式、开展课堂教学研
究、组织课堂教学竞赛、开展课题研究、组织集中研修、建立教
学资源库、建立信息平台及推广教研成果。 

二、对县城教研组长工作室的实践。 
（一）县域教研组长工作室的组建方式。工作室设主持人 1

人，由学校骨干教师担任；设顾问 2 人，分别聘请教研部门的教
师和学校领导担任；成员若干人，由学科中青年教师组成（每校
至少 1 人）。针对目前教育现状，共组建初中语文、数学、英语、
思品、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物、信息技术和小学语文、
数学等 12 个“教研组长工作室”。具体方式是： 

1．确定主持人。由具备条件的教师所在学校推荐上报，经
县教育主管部门评定并以学段学科教研组命名“××教研组长工
作室”。 

2．选拔成员。工作室成员原则上 6-12 名，尽量兼顾到各学
校。由各学校根据教师结构状况选拔推荐，其中规模大、质量高
的学校每个学科可推荐 2-4 人,其它学校每个学科推荐 1-2 人。
由室主持人和顾问商议认定。 

3．发文认定。县域教育主管部门对各工作室主持人、顾问
及成员进行审核后发文认定。 

4．挂牌运行。县域教育主管部门授予教研组长工作室证书
和牌匾，并以工作室主持人所在学校为基地挂牌，工作室依据预
期目标和职责开展工作。 

（二）县域教研组长工作室的组织管理。 
1．职能职责。工作室由县教育局、挂牌学校和工作室三级

共建、共管、共享。具体职责如下： 
（1）工作室领导小组的职责。负责全县工作室的审核认定、

组织管理、业务指导、安排经费、成果推广等工作；协调工作室
与所在学校的关系，使工作室正常开展活动。 

（2）工作室主持人的职责。制定工作室的工作方案，建立
工作室管理制度；组织带领工作室成员认真完成目标任务；对成
员进行考核，建立工作室成员成长档案；建立网络信息平台，供
教师互动交流，获取资源。 

（3）工作室顾问的职责。受县级领导小组的委托，负责对
本工作室进行组织管理、业务指导及督促检查等工作；协助学校
或工作室主持人做好工作规划与指导；协调主持人、成员与所在
学校的关系，使主持人、成员能正常开展工作。 

（4）工作室成员的职责。服从主持人的工作安排并按时完
成工作任务，协助主持人开展相关活动；积极提供优质教学资源。 

（5）工作室挂牌学校的职责。为工作室设置独立办公室，
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提供便利的工作条件；积极参与、支持工
作室的工作，为工作室投入适当资金。 

（6）工作室成员所在学校的职责。为工作室成员开展工作
提供便利条件，督促成员按照要求开展工作；协助、支持工作室
成员完成工作室分配的任务。 

2．考核奖励。成立县域教研组长工作室考核小组，依据《县

中小学教研组长工作室考评细则》，学年结束集中考核。其中年
度考核为“优秀”的工作室。其主持人拟定为“县级优秀教师”
表彰人选，由县人民政府表彰；其成员经主持人考核，拟定 70%
的成员为“优秀成员”，由县教育局表彰；其顾问拟定为“优秀
指导教师”，由县教育局表彰；其工作室所在学校作为办学有特
色列入年终绩效考核。 

（三）县域教研组长工作室的保障措施。 
1．经费保障。县教育局筹措、划拨专项经费；主持人所在

学校投入适当的经费。工作经费用于添置设备、课题研究、专题
研讨、聘请专家、成果出版等。    

2．制度保障。严格管理、强化奖惩，将工作室主持人、顾
问、成员及学校的考核结果纳入年终绩效考核、评先推优及履职
考核。 

三、对县域教研组长工作室的思考 
（一）区域性统筹是县城教研组长工作室建设的保障。充分

发挥以县为主的管理优势，统筹兼顾城区与乡镇、民族地区与边
远山区的教师现状，对“工作室申报—确定主持人—选拨成员—
聘请顾问—审核认定—挂牌运行—管理考核—成果运用”统一规
划，确保管理无死角，活动无懒人，研修有收获，厚植教研组长
工作室的建设热情与成效。三年来，有 25 人次的主持人在教师
节被县委、县政府表彰为“优秀教师”；有 50 人次的工作室顾问
被县教育局评为“优秀指导教师”；有 200 多人次的工作室成员
被县教育局评为“优秀成员”。 

（二）基地化操作是县城教研组长工作室建设的关键。工作
室以挂牌学校为基地，并依托这一基地每学期定期召集工作室成
员到基地或其他学校集中研修 2 至 3 天时间，每次研修从发布活
动通知、计划活动内容、安排成员食宿及组织管理等，都离不开
学校的支持，否则当凭主持人一己之力是无法完成的。三年的实
践证明，基地化操作实施确保了每次集中研修组织严谨、内容丰
富、成效明显，成员乐于参加，深受广大教师欢迎与好评。 

（三）互助式发展是县城教研组长工作室建设的核心。工作
室在实现县领导小组确定的目标过程中，通过听（专业引领）—
看（典型示范）—做（学以致用）—评（同伴互助）—思（自我
发展）等活动平台，使全体成员在共绘团队愿景、共担团队责任，
共享团队成果的前提下，有付出也收获，实现着团队与个人共同
成长、健康发展。三年来，广大工作室成员教育观念明显好转，
教学方法不断改善，教育科研能力明显增强，全县教学质量明显
提高。 

当然，我们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还面临许多问题，如经
费不足导致我们走不出去，也请不进来；集中研修缺乏专家的引
领，同水平的理论重复多；教学资源碎片化、交流平台简单化、
研修成果难物化等，禁锢了我们前行的高度。在此笔者渴望广大
同仁不吝赐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