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实践 

借名师工作室之力  搭教师发展新平台 
——网络平台背景下“送教下乡”的实践探索 

◆俞优红 

（浙江省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浙江温州  325000） 

 
摘要：本文以浙江省林月周名师网络工作室“送教下乡”系列活动为例，
借名师网络工作室之力，在“送教下乡”主题研修中积极探索、反思高

效研修活动的策略。从明确“要送什么”下乡、厘清“要怎么送”下乡、

优化“送教下乡”实施策略等三方面作了实践探索，以期实现送教方与
受教方有效联动，使送教真正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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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教下乡”不是新鲜事物，它是提高农村及落后地区教师
专业素养和教学水平，推动城乡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主要教研策
划模式。然在以数字化、网络化、多媒体化为主要特征的教育信
息化背景下，“送教下乡”又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名师工作室
借现代信息技术和教育技术，拓展“送教下乡”研训模式，延伸
送教下乡的空间、时间，有效提升送教的效果。 

一．明确“要送什么”下乡 
传统“送教下乡”活动中，受教方对于送教方“自上而下”

给予的示范上课、经验报告、座谈交流等形式疲于应付。“走秀
式”送教留给受教方的往往是热闹后的浮华，致使许多送教活动
未能真正有效激起受教学校和受教方的学习热情。 基于名师网
络工作室平台，通过线上线下交流互动，及时了解受教方的困难
与实际问题，并针对其存在的困难与问题，配制药方研究对策，
从而做到有的“送教”。 

1．摸清受教方对送教的看法 
与受教学校达成意向后，工作室不急于确定送教主题和送教

内容，而是基于网络平台，线上开展受教方的民意调查，旨在全
面了解受教方对送教的真实看法。 

通过调查发现，工作室了解到教师参加研修活动的主要动力
来源。被调查教师中，30.5%教师认为自己参加研修活动的主要
动力来自教师行业的竞争，28.9%教师认为动力主要来自自我提
升的需要，18.9%教师认为动力主要来自学校对教师的要求，
17.4%教师认为动力主要来自社会发展对教育的推动，4.3%教师
认为动力主要来自国家教育政策的变化。由此可见，社会和技术
的发展推动着教师专业能力的发展，已成为促进教师参与研修活
动的主要动力。所以，只要送教内容真正符合教师的需求，聆听
一线教师的心声，让他们在活动中拥有自己的话语权，送教活动
定能走进他们的心里，生根发芽。 

2．确定送教内容的一般范式 
通过问卷调查，工作室了解到受教方以往无法选择“送教内

容”，基本上都是被动接受“送教内容”。不难发现，不少研修活
动是为应付完成“自上而下”的行政性任务而开展，很少真正根
据本学科教师实际需求确定研修主题，这种“等送”心态严重影
响了受教方研修后期的“自我造血”功能。因此如何让受教方自
主选择“送教主题”成为“送教下乡”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二．厘清“要怎么送”下乡 
1．找准送教活动策划的突破口 
工作室通过线上民意调查，对受教方评价“送教活动存在哪

些不足”情况进行了分析。53.6%受教方认为送教时间太短、次
数太少；43.4%教师认为送教活动计划性不足；42.1%教师认为送
教资源存在不足；39.2%教师认为送教时研讨交流的深度和范围
存在不足。问卷所显示的问题，正是以往送教活动低效的症结所
在，为工作室送教活动策划的调整和修改指明了方向。 

2．拓宽网络技术支持下“在线学习”新方式 
传统的送教活动从实施途径上，往往采用个人自主、小组合

作、跨校协作、集中培训指导等。从受教方接受知识的方式来看，
一般有以下几种具体方式。 

而借助名师网络工作室开展的送教活动，为送教提供了更加
便利的研修环境，改变了区域校际之间资源的交流与共享方式，

突破了传统送教限制教师参与的时间短、参与人数少、参与活动
面小、探讨不积极等局限，注重了受教方与送教团队之间民主平
等互动的交流方式，关注了全体参与者研修素养的提升，促进了
参与者便捷快速地获取、筛选、运用信息，优化了传统教研活动
的时效性，提高了教研活动的效益。 

3．构建网络技术支持下“在线送教”新模式 
传统送教活动是将老师聚集在一起，通过团体合作的方式思

考学科教学、专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更多依靠教师自身的经验
传授，缺少对问题深入而有针对性的研究、送教后续学习研讨及
行为跟进的意识，因此参与教师不易融为学习研究的共同体。 

三．优化“送教下乡”实施策略 
1.观课，让“听课”不再置身事外 
为了让每位参与者真正参与到送教活动中而有所收获，工作

室采用了“观课”这一抓手。观课是一种专业活动，围绕一个有
意义的问题，体验一次完整的合作，来完成一项持续的研究。完
整的观课包括课前交流，课中观察与课后研讨三个阶段。在确定
送教内容后，工作室首先开展线上课前交流，核心任务就是确定
课堂观课的观察点。观察点的选择因研修主题而不同，如 2017
年 9 月丽水景宁中学送教活动中，课堂观察点定为“提升复习课
设问的有效性”， 2017 年 10 月苍南矾山高级中学送教活动中，
课堂观察点定“为政治学科核心素养培养”。 

2.议课，让“评课”不再一言堂 
以往的评课环节，评课教师或是指定被发言，或是为一纸评

课证书，评课活动缺少平等对话，缺乏深入思考。为解决评课中
的困局，工作室以网络为平台，策划了“高中思想政治课堂有效
落实学科核心素养培养”专题研讨系列活动。 “以专题研究推
进评课突破”可以使教科研并轨；“以任务学习驱动专业发展”
可以使教师经历“有过程”的研修活动；“以议课交流提高送教
实效”可以使教师在议课活动中平等对话，改变过去“你说我听”
单向活动形式，摆脱“只说缺点不说建议”的局限，凸显网络技
术下送教活动的持续性、发展性功效。  

3.同课异构，让“送教”不再一厢情愿 
传统送教下乡，基本都是名师团队的骨干教师把自己经过千

锤百炼的课呈现给受教方，课虽精彩但常会陷于送教方的价值定
位与受教方需求不一致而唱“独角戏”的尴尬境地。为此，工作
室在送教形式和程序上进行探索，巧妙设计参与点，力求开放而
有序地推进活动。 

4．方案描绘蓝图，让送教策划圆满落地 
活动策划是对活动关注点的系统思考和设计，是一项整体

性、系统性、 计划性很强的工作，是把送教方意思广而告之的
重要途径。工作室重视历次送教活动策划方案的撰写。策划方案
中确定送教主题，且通俗易懂，描述主题内容的形成过程和研究
问题的具体指向，使参与活动的教师能够达成共识；清晰活动目
标，且目标有层次，既要分析本次活动的直接目标，还要分析活
动目标与近期目标、长期目标之间的联系。 

基于名师网络工作室平台下的送教下乡活动，借名师工作室
之力，搭教师发展新平台。但要有效提升送教活动的实效性，不
仅要有送教方的专家引领、示范辐射，更应巧策划、精内容、重
实效，在与受教方平等的基础上互相学习，集思广益，创造性的
开展送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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