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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联校教研，共绽教育之花——联校教研实践案例 
◆张会静 

（宁夏石嘴山市胜利学校） 

 
[案例背景]： 
为促进全体教师专业发展，把“让教研成为一种需要”作为

我校校本教研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基于此，我校积极主动与其他
学校练习，组织联校教研活动，使不同个体的知识与能力在探讨、
冲撞、分享等行为之中得到提升。下面是围绕石嘴山市胜利学校
语文学科的两次与外校联校教研活动的具体案例: 

[案例过程]： 
案例一：“运用不同教学模式（常规教学与分组合作模教学）

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同课异构联校教研活动案例 
一、教研概况 
活动目的：为进一步推进课堂教学改革，提高课堂教学管理

水平和课堂效率，转变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引导
教师在课堂教学实践中探究科学的教育教学规律，通过常规模式
与“分组合作”模式课堂教学的对比，更好的发现两种模式的优
缺点，从而更好改进课堂教学质量，推进课堂教学改革，特组织
此次活动。 

课例执教：潘鹤翔（十一小） 张树东（胜利学校） 
活动成员：大武口区名师工作室成员、十一小、十五小、胜

利学校全体语文教师 
活动时间：2017 年 11 月 
二、教研具体流程与评析 
（一）以课例为载体，教学观摩 
课程改革最终发生在课堂，以课例为载体有利于聚焦课堂、

改进教学。活动过程中，先由胜利学校张树东和十一小潘鹤翔两
位老师做课，同上五年级上册的《月下桨声》一课，进行“分组
合作”模式课堂及常规模式课堂的 “同课异构” 教学观摩，展
示同课异构过程中，大家感受到两种不同的课堂模式教学。 

（二）集体评议，反思教学 
反思教学是教研活动的关键环节，通过参加教研活动不同层

次人员的反思、讨论，形成集体智慧。 
1.执教者反思 
潘老师、张老师先后对所执教的这节课进行说课，结合教材

解析了自己的教学模式教学理念和策略。 
2.同伴评议 
听完执教者反思及自评后，听课老师就这两堂研讨课，展开

了热烈的交流和讨论。周芳、张会静代表做课老师团队进行主评，
然后参会老师自由交流研讨。 

（1）潘老师从常规教学的“教材的艺术性处理”角度结合
教学内容创设一些贴近生活的情境展开教学。 

（2）张老师老师从培养学生的“分组合作”自主学习探究
层面、合作交流意识角度，培养学生思维的积极性、合作交流的
能力。研讨过程中，梁芳娟副校长对“分组合作”学习模式进行
了解读。 

3.归纳共识，专家引领 
全体参会人员共同探究两种教学模式下略读课文教学的有

效组织。在这其间，市十五小陆月玲校长与胜利学校冯金国校长
对两节课分别进行了不同的评价，指出优点与不足，解读了略读
课文与精读课文的不同上法，最后，陆校长对合作学习教学提出
了几点需要注意的地方:①“分组合作”教学中，学生分工要明
确，所有学生都应关注到；导学案的设计应关注到不同层面的学
生；学生交流汇报时，老师需要找准介入点； 教师处理教材时
要适时发挥自己的能力；教师要有驾驭课堂的能力。 语言的表
述不可零碎，无语文味的语言不可有…… 

（三）活动总结 
这次联校教研同课异构课堂活动，让胜利学校的教师们受益

匪浅，增强了胜利学校继续试行小组合作模式的信心，也为胜利
学校下一步大面积推开“分组合作”模式教学的试点工作指明了

方向，相信胜利学校在“分组合作”模式教学的构建道路上会越
走越好。 

案例二：“一年级拼音教学”同课异构联校教研活动案例 
一、教研概况 
大武口区教研室组织学校一年级语文教师参加部编语文一

年级上册新教材培训。教研室主任从编写理念，教材内容，教材
特点，新教材的挑战等方面进行解读，并提出了拼音和汉字教学
的建议。教研员就“部编版一年级语文上册教材”进行了详细介
绍。尤其是通过生动形象的事例，为我们讲解了新教材中拼音教
学的特点以及在教学上的注意事项，让我们对新教材有了系统全
面地了解。 

接受了教研室的培训之后，为了更好的的把握拼音教学，胜
利学校与舍予园小学携手教研，组织了“一年级拼音教学同课异
构”的联校教研活动，十八小的语文教师也参与其中。 

活动目的：为拓宽校本教研渠道，通过校际间优势互补，较
好落实统编本教材拼音教学编写理念，引导教师在课堂教学实践
中探究科学的拼音教育教学规律，通过开展以“拼音教学“为主
题的同课异构联校教研活动，探索符合一年级拼音教学实际的有
效教学，进一步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业务能力和教学质量。 

活动时间：2018 年 10 月 
课例执教：孟祥娟（胜利学校） 李艳秋（舍予园小学） 
活动成员：大武口区教研室语文教研员周亚莉、胜利学校、

舍予园小学、十八小全体语文教师。 
二、教研具体流程与评析。 
（一）拼音《an、en、in》课堂教学观摩 
孟祥娟、李艳秋两位老师分别做课，教师进行课堂教学观摩

活动。 
（二）研讨交流活动 
1.孟祥娟、李艳秋两位做课教师就如何把握小学生认知特点

搞好拼音教学谈自己的授课思路及课后感悟！ 
2.参会老师自由交流研讨：同课异构“an en in”的拼音教学

过程中，胜利学校的孟祥娟老师自制牙齿、舌头图片为学生创设
情境，讲解“n”的发音方法，激发学生兴趣，突破了本课教学
重难点。舍予圆小学的李艳秋老师，自制拼音卡片，扎实引导学
生读准前鼻韵母 en，继承和发扬了传统教学的优点。 

（三）答疑解惑、专家引领 
听课教师提出自己在拼音教学领域中的困惑，大武口区语文

教研员周亚莉老师首先充分肯定此次联校教研的实效性给予高
度评价，然后从研课标、定目标、明学情、定起点四个方面对这
两节课做了精彩点评，充分肯定了青年教师们的优点，又针对老
师们提出的：怎样让拼音教学课堂上的扎实有效、教学内容如何
把握等几个问题做了答疑解惑，引领指导…… 

（四）活动总结 
新课程背景下拼音课堂教学如何上才能更有实效；如何激发

一年级学生学习拼音的兴趣......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很多，只要
我们多研究、多思考，就一定会在实践中走出一条扎实有效而又
不失灵活的、尊重学生个性发展的拼音教学的成功之路。 

[案例反思]： 
联校教研是基于学校实际而兴起的一种能够整合校际间联

合教研力量的重要教研形式。它为教育带来了生机，注入了活力，
它有力解决了学校因师资力量单薄而导致无法有效开展校内教
研以及县区级教研因规模所限而导致许多教师无缘参加各类培
训的双重问题,促进了教师教育智慧的生成，是促进教师专业发
展和提高教育质量的有效途径。     

教学是一门艺术，我们研讨的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不停的是
我们实践的脚步。相信在我们的共同研讨下，我们定会打造出更
多的优质课堂，见到更美丽的教育风景，绽放更多的教研之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