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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教研与教师的专业化成长 
冀丽静 

（吉林省大安市第五中学校  吉林  大安  131300） 

摘要：教师专业化成长是学校专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有教师具有高度专业化水平，才能推动学校可持续发展。教师专业化包

括教师的业务能力、课堂教学能力、研修能力、育人能力等。校本教研是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有效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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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教研”是一种融学习、工作和科研为一体的学校性教师

活动，是以学校为主体进行的教学研究活动，它通过解决教育教学

中的实际问题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和实现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 

一、校本教研能有效促进教师业务能力的提升。 

教师专业化成长离不开业务能力的提升，只有本专业的业务水

平与能力呈现高度专业化，才能提高教育教学能力。教师专业业务

能力的形成，一部分是在学校期间系统性学习，这是理论学习与储

备，更重要的是后来工作实践、学习、研究中形成的，这部分更具

有实用性。那么校本教研就是提升教师专业业务能力的有效措施。

校本研修能促进教师在教育教学中不断学习新理论知识，特别是本

专业的，同时还可以在实践中展开活动，通过实践、体验、总结，

把专业化知识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二、校本教研能有效提高教师课堂教学能力。 

校本教研在提高教师课堂教学能力上，效果显著，因为校本教

研从小处着手，立足于课堂与问题，可操作性更强，针对性更强，

更有助于解决教学中实际问题。结合问题即是课题的思想，在确定

我校的校本教研课题时，以课堂教学中出现疑惑和问题为切入点，

精简劳动消耗，发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出了“互助探究，分层

达标的教学模式实验与研究”这一课题，又通过反复斟酌，确定各

学科教师自己的校本研究课题，结合课题进行理论学习与研究，同

时在课堂教学实践中加以反复推敲，进行科学对比，在研究过程中

不断调整教学方法、学习方法、教学措施等，这样的过程，课堂教

学不断得到了完善。课堂教学完善了，创立了科学的教学模式，促

进了课堂教学改革，推进了新课程的发展，那么也就提高了个人课

堂教学能力。 

我校 14 年开始的“互助探究，分层达标”的教学模式的探索

与研究。我校连续三年中考成绩喜人，不仅摘得状元殊荣，而且各

科成绩均有大幅度提升，连续两年被评为大安市素质教育先进单

位。教师队伍建设方面也表现不俗：白城市课堂教学竞赛集体一等

奖，四个个人一等奖，大安市每年教学竞赛我校都有教师获得好成

绩，先后评选出白城市名师一人，学科带头人三人，大安市名师两

人、学科带头人四人。可以说，是校本教研创造了这样的成绩，锻

造了教学能力超拔的五中教师队伍。 

三、校本教研能有效提高教师的育人能力。 

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学生的人生路上的引路人。所

以教师在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中，教书更要育人，在校本研修的内

容，也不能忽视育人方面的研究。所以把规范教育、养成教育、诚

信教育等人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的内容也包含进去。这方面的研究

不仅是主管德育教师的事，是每一名教师义不容辞的事。在我校的

校本教研中，经常会出现针对青少年身心特点与发展的课题研究，

如《单亲学生心理问题的调查研究》、《语文课上的心理健康教育》

等一系列关乎学生成长、关乎生命教育的小课题。研究中，老师们

纷纷表示走进学生心里，才真正理解了他们，才真正实现了因材施

教。通过这些校本教研的实践操作，教师能找到适合学生实际与心

理生理特点的育人方法，育人更科学化，更人性人化，也更具有可

操作性。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教师们的研究探索带来了学困生的转

变，降低了学生的辍学率，把教育的阳光种植在学生的心中，让孩

子们爱上学校，信赖教师，从而实现把孩子们留在校园，留在课堂，

这样也就留住了希望。诚然，这样的校本教研也成功增强了了教师

的教学效果。 

四、校本教研能有效提高教师的科研能力。 

教师想成为名师，成为专业化发展中的优秀者，成为专家型教

师，离不开教科研工作，教师的教科研工作在专业化成长中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要进行教科研工作，离不开最基本的校本教研，通过

对校本教研的研究，解决教育教学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不断的累积，

不断的总结，不断的完善，才能提升高度，进行科研，使教师向专

家型迈进。没有校本教研做为基础，教师的教科研工作只能是空中

楼阁，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教师先立足基础性的研究，解决了教

学中存在的问题，把这些解决问题的做法进行提升总结，形成经验，

这就为教科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我校课堂改革实践过程中，教

师们的教科研积极性被激发了出来，着眼课改中方方面面，2015 年

一年中就有 9 名教师自选确定省级教科研小课题,2016 年陆续又有

11 名教师申报了教科所、省教育学会大课题下的小课题。相信每位

教师从研究方向的选择、到课题论证，以至于到最后的成果阐释，

都会在很多方面有不同程度上的提升，以科研带动专业发展，效果

是显著的。教师具有高深的教科研能力，就为专业化成长铺平了道

路，在专业化成长的道路上也越走越远。 

的确，要想使校本教研从百姓的餐桌走上豪门盛宴，从日常的

教学实践上升到无可辩驳的理论高度，就需要专业人士的参与指

导，离开他们的协助，校本教研只限于低水平上重复，无法得到实

质性进步。所以相关的理论学习、学术报告、专题讲座、名师观摩

就成为参研教师自我提升的重要渠道。 

经常邀请教师进修学校的教研员来校作专题报告，并参与到校

本教研活动中来，加强现场指导，引领反思；也利用网络学习、国

培省培的机会，与专家接触，共同构建一个“理念与实践对话”的

平台，加强学习，快速成长。组织教师参加市、省、国家级的教育

教学研讨会和进修班。专家的理论高度、优秀经验，能够从大处着

眼，能跳出学科看学科，跳出教育看教育，而且对国内外的教育教

学前沿信息非常了解，所以与专家对话能让教师与先进的教学手段

和前沿的教育教学理念相接轨，最为高效地促进了教师专业化水平

的发展。 

教师专业化成长任重道远，校本教研应该率先担纲。校本教研

对教师的专业化成长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也使学校专业化的持续

发展成为可能。强化校本教研，教师队伍建设已现蓬勃生机；参与

校本教研，我们已然遇到了最好的自己。校本教研永远在路上，我

们要做校本教研的无疆行者！ 

祝福我们全体教育同仁，都能沐浴在校本教研的阳光中，幸福

工作，快乐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