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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集体教研方式是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基础教育教学工作的
内在要求和基本方法，更是新时代高中教育教学改革的新诉求和
新战略[1]。泰安长城中学数学教研组在学校总体部署下，以“互
联网 +”背景下的信息技术为手段，在集体备课的基础上，以
创建“学习型、规范型、研究型”备课组作为指导，认真开
展集体备课活动、大力创新教育教学工作，教研组比学赶超、
相互激励、共同成长、同攀高峰，在教学实践中创新集体教研
模式，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信息技术助研讨，集体教研智慧高
教研组是学校落实教学工作、开展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

提高教师业务水平的重要基地[2]。近10年以来，围绕课堂教学，
发挥集体智慧，积极构建和打造“线上线下结合的互联网+ 教
研平台”，探索形成了一套“集体备课、集体研讨”与“分
工备课、个性处理”相结合的“网络教研、智慧共享”的集
体教研新模式。该教研模式最初由泰安长城中学2011 级数学备
课组进行理论和实践研究，目前，已经形成了成熟完备的集体
教研新模式，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并开始在学校内外逐步
推广。由教研组长牵头，每周两人主备下一周内容的安排，将
主备内容按高考考点进行整合，大家共同研讨进行的方式，不仅
备内容、备方法，同时更关注高考考向、关注课堂和学生的实际
情况。

1.1统一协同，案例分工
在每周备课前，组长通过“线上互联网教研平台”提前分配

任务，确定主备人。主备人在深入研究课标、学生、教材、教辅
的基础上对高考考点进行分析，并制作详实的案例分析，具体模
式为：【课标解读】--【考题分析】--【规律分析】--【高考预测】-

【真题再现】。主备人在对考点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对教学设
计再进行思考与调整（包括教学目标、教学方法、重难点、教学
环节，作业分层设计、培优补差的内容等），在集体备课前将案例
分析发至公共邮箱中，各位老师提前审阅，并进行深入的思考。

1.2集体研讨，头脑风暴
在“线上互联网教研平台”上，先由主备人对《课程标准》和

《考试大纲》进行说明，如：知识点与往年的变化等等，同时结合
案例分析对主备内容进行分析[3]。主备人说完一个考点后，组
长引导大家按照头脑风暴的形式进行讨论，包括：学习目标的整
体把握，课堂设计中更好的思路方法，哪些习题中需要重新调整
等等方面。每一位老师都做好细致记录，力求把好的方法和建议
应用到教学中，最后组长再进行总结，强调应注意的问题。

1.3个性处理，课后反思
集体备课后，鉴于每位教师的风格和各班的层次是不一样的，

教师需要依据自己的教学风格和学生的具体接受情况进行二次备
课，备课过程在“线上互联网教研平台”进行展示。同时，教师
在上课时，要及时将课堂中出现的不足与亮点加以积累记录，作
好课后小结，并做好深层思考，然后进行“线上互联网教研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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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并利用公共邮箱和教研微信圈，达到资源共享。在这种教
研新模式的指导下，老师们既吸收了集体智慧，又彰显了自我个
性，达到了统一性和创造性的完美结合促进了教师的专业成长的
同时，更促进了学生的课堂学习。

2　技术支撑出精品，角色互换兴趣高
在“线上互联网教研平台”打造和构建的过程中，数学教

研组具备了浓厚的集体教研氛围，使得集体力量得以充分发挥，
通过这种思维的不断碰撞，教师的教学观念逐渐改变着，体现
在课堂教学方式的改进和教学常规的不断创新。

2.1 技术支撑，自信互动
在数学课堂中，不再是老师讲、学生听，师生之间有了更

多的互动，学生开始大胆的走向讲台，展示自己的思路和做
法，学习的自信心大大增强，正是在这种互动提高的过程中，
教师不断形成具有个人特色的教学风格［4］。在学校组织的课堂
改进示范课中，巩玉兵老师率先执教，课堂中引导学生自主学
习、合作展示、归纳总结，一节课学生学习效率大大提升，赢
得听课老师的一致好评。巩老师所带的理科班成绩更是名列年级
之首，课堂改进效益明显。与此同时数学组其他老师也逐步对
课堂进行改进，目前，多数老师的小组合作课堂开展的有声有色。

2.2明确定位，学生为本
在这种集体教研模式实施下，数学教研组不断借鉴吸收，追

求打破传统的常规模式，建立新的更加有效的新模式，做到有破
有立［5 ］。在作业批改方面，组内老师注重了“以人为本”的
作业评语，针对班级中不同层次的学生、不同类型的作业，有目
的地写了篇幅短小、针对性强的批语；在课下辅导方面，对学生
进行了分层辅导、区别对待，逐步引导学生体会到学习的成就感；
借助班级开展的“每日一题”活动，发挥组内“小老师”的作用，
调动学生学习的热情；将错题本“一本多用”，通过展评优秀错题
本，发挥榜样力量。

2.3评价创新，激发爱好
在组内老师的共同努力和不断创新下，学生开始喜欢数学老

师，开始喜欢学习数学，作业质量有了明显的改善，课堂学习的
主动性逐渐提高，在活动组织方面，通过开展学生计算能力、公
式记忆能力大赛等活动，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正因为如此，
数学成绩有了大幅度提升，在近几年的泰安市统考中，数学上线
人数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3　数据驱动求实效，教学科研共提高
在集体教研模式创新实施的同时，数学教研组全体教师充分

发挥集体的优势，创造教育科研新进步，用科研引导教学，用教
学促进科研。

3.1数据驱动，推进教研
近年来，数学教研组基于“线上互联网教研平台”的实践和

理论研究，申报了10余项各类规划课题，如“高中数学教育中的
宽容教育研究”和“高中数学作业的有效性研究”等。结合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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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少数民族在不同教育序列下的教育代际流动回归分析

注：*p<0.05，**p<0.01，***p<0.001

（3 ）回归结果的异同比较

在政策变量中，户口将会对少数民族子代的“小学”与

“大专及以上”的学历产生显著影响，性别将会对少数民族子

课堂改进的实际情况，又申报了市级课题“高中数学评价方式
的研究”与省级课题“头脑风暴式的小组合作学习方式研
究”，“加强团队建设，推进集体教研的实践研究”课题，力
求新教学模式向科研的转化等。

3.2协同开发，学生受益
利用这些课题全组老师在集体备课中，对课堂教学、作业分

层、课堂评价、教材的二次开发与整合等方面进行了很多思考，并
做了大量的工作，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截止目前，四项课题都已
结题。在过程中，我们更加注重的是这些研究在课堂中的实际运
用，让学生真正成为教学的主体，更成为科研的动力和受益者。

3.3创新教研，成果丰硕
集体教研模式创新有效地发挥了集体的作用和团队的力量，

提高了学科建设和教研组建设水平［6 ］。近年来，全组教师不
断总结日常教学中的经验，不仅在学校博客中交流，在各级期
刊中也发表论文二十余篇，极大地促进了教学，加快了教师的
专业成长。目前，数学教研组有“功勋教师”1 人，“泰山
名师”3 人，“教学新星”2 人，6 位教师分别荣获“泰安市
优秀教师”“泰安市优秀共产党员”“泰安市优秀教育管理
者”等荣誉称号，先后有 7 人在“泰安市优质课、创新课”
评选中获得一等奖，1 3 人获得“市级优课”，在市直、学校
组织的各类教学活动中获奖20余次，20余位教师荣获“校优秀
教师”等荣誉称号。

通过“线上互联网教研平台”教研组创新教研模式、积极
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团结、进取、务实、奉献”成为数学
教研组的团队精神，并逐步形成了和谐的人际关系、温馨的人
文环境、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和充满激情的工作状态，数学教
研组树立协同发展愿景、政策顶层设计保障、信息技术支持创
新、教学教研突出实效，为推进“互联网 +”背景下的基础教
育高质量发展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参考文献：
[1]郭绍青,沈俊汝,张进良,贺相春.“互联网+”条件下“五位

一体”协同教研模式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20,41(12):35-42.
[2]王占魁.从“个体教学”到“集体教研”——论当代教师

的现场学习力[J].教育发展研究,2013,(04):19-23.
[3]胡小勇,曹宇星.面向“互联网+”的教研模式与发展路径

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19(06):80-85.
[4]王莉,熊荣领.重构“教”“学”关系 促进学生长足发展

[J].教师教育论坛,2016,(10):79-82.
[5]李传梅,吕守金.团结战斗的集体 教研教改的先锋[J].中

小学教师培训,1993,(04):29-31
[6]焦佩婵.“三位一体校际联动”教研模式的构建与实践[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17,(01):41-44.
作者简介：何艳红（1982－），女，山东泰安人，高中数

学教师，泰安长城中学数学教研组组长。

（上接 9 3 页）

小学以下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及  
以上

性别（参照
组：男）

女 0.000 0.127 0.005 0.587 0.562

年份（参照
组：义务教
育逐步实施
时期）

新中国成
立前

0.997 0.01 0.071 0.18 0.009

新中国成
立初期

0.997 0.017 0.385 0.895 0.002

文革时期 0.998 0.047 0.125 0.901 0.12

改革开放
时期

0.998 0.245 0.652 0.178 0.066

户口（参照
组：城市）

农村 0.063 0.000 0.149 0.698 0.000

上一代政治
资本（参照
组：共产  
党员）

群众 0.439 0.860 0.545 0.655 0.961

共青团员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上一代社会
资本（参照
组：党政机
关及国有  
单位）

无确定工
作单位

0.304 0.454 0.046 0.485 0.147

企业 0.996 0.622 0.186 0.245 0.292

上一代经济
资本

0.829 0.969 0.815 0.985 0.728

上一代文化
资本

0.079 0.628 0.079 0.282 0.01**

*** *

* *

* *

*** ***

* *

-------------------------------------------------------------------------------------------------------------------

代的“小学以下”学历产生显著影响，而出生年份中的“新

中国成立初期”会对子代的“小学”学历产生显著影响；在

家庭资本中，上一代的文化资本及上一代的教育水平将会对少数

民族子代的“大专及以上”学历产生显著影响。而观察对比发

现，在影响东部地区全样本子代教育水平的显著影响因素中，

义务教育逐步实施时期的出生年代、显著负相关的共产党员这一

政治变量以及企业这一社会资本均未对东部地区少数民族的子代

教育情况产生显著影响。

4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基于上述实证分析，发现1.东部地区少数民族的教

育代际流动性大于汉族，而向上流动率却小于汉族（shorrocks指

标为0.8518，向上流动率为0.5632）。2.对东部地区少数民族的教

育代际流动造成显著影响的依次是子代的户口、性别、上一代的

教育水平和出生年代，其中户口的影响力最大。

东部地区少数民族群体的教育流动性较强，尽管上一代的教

育水平不高，但基于东部发达的经济发展，使得子代经历了重重

生活压力及淘汰过程，最终留下来了，因此适应能力更强，流动

性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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