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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下生物学科校本教研的必要性
孔令柱

农安县巴吉垒镇中学 吉林 长春 130212

【摘 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实施对教师的教学观念和方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校本教研是以本校级教研活动为基础

的规范化科研活动，其主要特点就是以校为本，注重根据学校自身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开展研究。生物学作为一项重要的学科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加入学校校本教研的队伍中，对于生物学科的教学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从校本教研的定义、所具备的特

点、基本理念、组成的基本要素、基本理念和一般形式以及意义几方面对生物学科校本教研的必要性进行阐述，在此基础上，

在我校进行实地研究，由生物组教师和学校教研员组成研究小组，通过研究一堂生物课堂教学，从而阐述了基于核心素养下

生物学科校本教研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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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教研一定要从学校和教师的真实情况开始着手，因

此在选定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之前，要对教师队伍和学生队

伍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认真评价课堂教学，先要对师

生的需求和教学现状进行全面的了解，然后再拟定研究课

题，多采取几种不同的形式，筛选效果最好的方案。本文从

校本教研的定义、所具备的特点[1]。组成的基本要素、基本

理念和一般形式和意义几方面对生物学科校本教研的必要

性进行阐述。

1 校本教研概况

1.1 定义

校本教研的全称是建立以校为本的教学研究。学校是该

制度发展的基础地点，研究学校内教学实践中已经存在的问

题，其研究主体是学校管理和教师，目的是促进师生共同发

展[2]。

1.2 特点

1.2.1 校本性

校本教研是为了改善学校实践、帮助学校处理自身目标

所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属于学校自身问题，要让学校的

人来处理；要从学校的实际情况入手，策划学校管理和师资

培训等相关工作。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校本教研是以学校自

身的发展为目的，其主体是学校的教职人员。其他的人员如

教育部门的高层领导、学生的家长和学校所在社区，这些人

只是同一阵营的伙伴，可以对学校提出笼统的要求或者给予

明确细微的指导，即使作用重大，也不能长期代替校长和教

师[3]。

1.2.2 科研性

校本教研就是科研活动，因此不能靠研究人员主观意识

的凭空猜想，也不能随随便便的探索。要以精益求精的态度、

科学谨慎的方法规划学校发展，创设科研的课题，因此，校

本教研的主要任务就是明确学校的定位，确定课题和突破

点，拟定学校短期和长期的规划，并长期进行科研活动[3]。

1.2.3人本性

校本教研要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不光要追求学校的

发展，还要追求广大学生和教师的和谐发展。任何不重视人

本、生本的校本教研都是不健康的，违背了校本教研的真谛，

所以，校本教研必须把学生和教师的发展当成首要任务，而

不能本末倒置，为了学校暂时和偏颇的发展而牺牲了师生的

长久发展。

1.2.4牵引性

教学工作是学校每天的主要工作，学校的一切外界因素

都要围绕教学工作进行创设。因此校本教研一定要考虑教学

的各种因素的研究，包括环境布置、制度的设立等，促进学

校在其他方面的和谐发展。

1.2.5依托性

与一般科研的区别在于，在校本教研中，学校是课题的

主管，专家则是顾问的身份。二者是互相依托的关系，这并

不意味着学校可以拒绝专家或科研部门的帮助和指导。而是

应当充分利用外界的效能，包括教科研部门的教研员、高校

专家以及各级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的帮助，以此来提高学校

科研层次和办学效益。

1.3组成的基本要素

校本研究的三个核心要素分别是教师个人、教师集体和

专业研究人员，他们是水乳交融的关系，教师个人的反思、

教师集体的互助、专业研究人员的引领是开展校本研究和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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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教师专业化成长的动力，他们三个都不可偏废[4]。

1.4 基本理念

学校是发生教育活动最主要的地方，只有基于学校实际

的教学问题进行教学研究才能产生最直接的效果。因此校本

教研主要秉持以下三个基本观念:首先，学校是进行教学研究

的基本场地；其次，教师是教学研究的核心；最后，促进师

生共同发展是教学研究的目的。

1.5 一般形式

校本教研必须着手于学校和教师的真实情况，所以在确

定研究方向和内容之前要对教师队伍、学生队伍的实际状况

作系统的调查统计和分析，对课堂教学进行评价，要充分了

解师生的需求与教学现状，再拟定研究课题。主要有以下几

种形式：专题讲座，其作用是促进教育观念的变革；案例分

析作用是帮助教师养成反思的习惯；专家指导有利于教学骨

干专业技能提升。

1.6 意义

校本教研是连接校本管理、培训和课程等活动的重要桥

梁，社会公认的教育规律"学校的主要任务就是教学"为校本

教研无可替代的地位奠定了基础。校本教研，是创办学校特

色的理论支持，学校特色直接影响学校的生存与发展，也是

顺应时代的伟大举措。校本教研是区(县)教研室顺应学校发

展要求的不二之选，其一直担负着教学研究、教学指导和教

学质量管理的重要任务，为教育教学改革、优化课堂教学等

工作付出了大量努力，得到了学校的尊重。教研室大力开展

校本教研，将有助于实现以下三大转变:（1）经验型教研员

转变成科研型教研员。（2）微观的课堂教学研究转变为中

观的学科课程研究。（3）从单一大集中教研转向校本教研

与集中教研相结合的教研模式[5]。

2 校本教研应用在生物学科

在我校由生物组教师和学校教研员组成研究小组，旁听

了生物组一位老师的一节课，课后，所有旁听教师以及学校

教研员就这堂生物课展开讨论，最终结论认为通过自我认识

与反省，如课后的反思笔记、教师集体及同伴互帮互助，如

成立讨论小组、专业的途径引导等途径更有利于学生、教师

以及学校的进步、更加符合校本教研的初衷，对学校、学生

以及教师都有很大的益处。

3 结语

校本教研作为新时代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产物，在教学

实践中越来越体现出其重要性，它不但是一种制度，更是人

与人之间思想的碰撞，属于一种“对话文化”，这指的是教

师和全新课程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的本质并不是让两个观

点产生冲突形成对立，而是一种“共享”，无论是知识、经

验还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都可以共享。通过这样的“对话

文化”，可以提高教师教学的教学能力和知识储备。在新课

改背景下，对于校本教研，教师需要在理论上展开更进一步

的探究和讨论，生物学科作为教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门课

程也应该加入校本教研的队伍中，这样才能更加有利于学

校、教师以及学生的发展，也是新时代教育背景下的必然趋

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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