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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立足校本培训提升教师素质 
◆万宝贵 

（陆良县小百户镇兴隆小学  云南曲靖  655608） 

 
摘要：由于受多种因素制约，学校不可能将所有教师送出去培训，加之

学校自身发展需求，所以立足校本培训显得尤为重要。也可以说这是培

养造就高素质教师队伍的要本途径。新一轮教师继续教育，校本研修是

主要途径，本文就校本培训这一话题，结合自己工作中的体会，以及学

校的做法，寻找有关校本培训的途径和方法：一、理论与实践同行；二、

科研与深改同行；三、收获与反思同行；四、总结与评价同行。全方位，

立体化构建校本培训的动作方式，全面提升教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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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与实践同行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没有正确的教育理论的先导和教育观念

的导向，就不会有自觉有效的教育实践。实践需要理论来指导，
对此，已经没有人会表示异议，但是从理论的构建到理论在实践
中的运用，并非坐着以往所认为的那样理所当然。理论工作者为
实践者提供理论，实践者对现成的理论进行简单的操作。实际上，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脱节早已成为教育研究者倍加关注却又始
终未能解决好的问题。我们认为，教育科学理论揭示的是教育现
象的一股本质规律，最具有普遍性，因而可以广泛的实践。然而
也正是由于教育科学理念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的特点，它又不能
预测每一个特殊的教育情景，因而它又不能直接也具体地运用于
实践，如何帮助教师学会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实践，促进实践，
在培训中，我们引入了案例学习。 

二、科研与课改同行 
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你想让教师的劳

动能够给教师带来乐趣，使天天上课不至于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
义务，那你就应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研究的这条幸福的道路
上来。”的确，教育科研是一种独特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
其结果往往以理论的形式的出现，然而科学理论的建构并不是教
育科研的最终目的，它的最终目的是用科学理论来指导实践。教
师不仅处于有利的研究位置，而是拥有丰富的研究机会。教师最
主要的活动场所是教室，从实验者的角度看，教室正好是检验教
育理论的最理想的实验室，教师可以通过一个科学研究的过程系
统地解决课堂中遇到的问题，这使教师拥有了研究的机会，根据
学校实际，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转变思想，更新观念。 
改革和创新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动力，没有新思想和新观念，

学校教研总是转来转去，走老路，总是因循守旧，挣不脱束缚，
迈不开步伐。所以，随意课改的步步深入，学校科研要超前，“要
创新，，没有超前性，科研始终不会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精神，
其永远只能模仿，只能是亦步亦趋地跟别人走。同时，搞科研工
作，必须牢牢把握住一个“新字，一要真正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具有着眼现代化、放眼世界，面向未来的眼光和策略。二要紧跟
时代步伐，密切关注教育动态，即时开展教学研讨。 

2、重视公开课。 
抓公开课，一方面可促使教师深入备课，努力提高教师的自

身素质；另一方面可以促进教师问的互研互学，强化教研，教学
意识；再一方面可以鼓励教师勤于探索，着力创新，争取在教育
教学改革领域中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公开课教
学的组织要体现梯度。即安排经验丰富，教学能力强的老师上示
范课，使他们在教育中发挥传、帮、带的作用；青年教师上公开
课，则要首先保证优质课，然后再加入教改内容，通过这种方式，
才能使他们在教学中，逐渐走向成熟。此外，公开课教学还要组
织好说课和评课活动，通过说课和评课达到共同提高，共同进步
之同的。 

三、收获与反思同行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已全面推进，成绩固然是令人

瞩目的，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任何一项改革，尽管事先经
过充分论证，事中认真谨慎运行，但由于主观和客观总是保持着
一定的距离，难免有失误或不尽人意的地方。成绩不说跑不了，
但问题不得不找，通过反思，可以找出经验和教训，以作为今后
工作的借鉴。 

1、进行教学比较，实施反思性教学。 
听课有利于教师吸收优秀教师的教学经验，以往教师的听

课，往往是为听课而听课，或者是为完成学校规定的目标而听课。
而数量绝非能代替质量，认认真真地分析一堂课比随随便便听几
节课有效，听课不是为了“克隆”，如果仅仅把一些优秀教师的
课作为“摹本”原封不动地移植到自己的课上，其水平只能是基
于模仿层面。为克服以上问题，引导教师从原来单纯的听课转到
比较中来，从而实施反思性教学。我们要求听课教师同一篇课文
（或同一内容）设计出自己的个性化教案，再去听优秀教师的课，
然后进行比较，分析自己的教学设计同上课老师的课有何不同，
差距在哪里，同时找出产生差距的原因，并试着分析自己的优势，
发现自己的闪光点。为了提高教师听课的反思能力，我们设计制
作了我校教师听课、评课手册，通过填写布白老师提高反思能力。 

2、正视理想与现实，做反思性教师。 
如果说培训提教师最长久的福利，研究是教师最长久的动力

的话，那么反思就是教师超越经验的最根本的途径。在所有的反
思中，最容易被忽略的是教师的自我反思，根据实际，我们设立
了教师具体反思的内容：①自己眼中的学生是什么性质的，自己
在教学和管理学生过程中的思维方式是什么？②我的教学理念
是什么？我有什么教学理念？我是在什么杨的教育理念下指导
和支配教育教学的？③作为一个领导或学科教师，我的知识结构
和教育理论结构的长处和短处是什么？我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弥
补这些不足。④我追求成为什么样的教师？我的教学个性和风格
是什么？我的与众不同是什么？⑤我有没有反思？我习惯于反
思什么？我是怎么反思的？以上述内容为基础，培养教师的两种
能力，实践的理念化和实践化。 

3、去“浮华”求“真淳”，建构反思性文化。 
尽管反思一词已经以成为当代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中使用

频率很高的一个词，但许多人对它的含义并不清楚，一些人把反
思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思考”或“总结一下”，那么我们倡导
反思究竟是什么？教育界一般认同，反思是思维的一种。笔者曾
在昆明市红旗小学挂职锻炼，他们的做法比较有特色；利用放假
期间，布置每位教师认真反思本学期工作，在反思的基础上，完
成几个一，比如一篇师德随想，一篇优秀教案，一篇教改反思等。
回校上交学校，学校则组织骨干队伍，外请专家，对这些文章进
行修改，去粗取精，精选优秀的作品进行汇编装订工作，再返还
给教师，这样使整个学校都在反思，从而建设起学校的反思性文
化特色。四、总结与评价同行抓好重视做好总结是进一步开展工
作的前提，但是只有工作总结而没有相应的评价和监督机制，再
好的培训也可能难于收到预期的效果。因此，只有把考核、评估
和奖惩三个机制作为关键制度来抓，才能使培训落在实处。 

总之，教师培训是一项艰巨持久的工作，多年来，校本培训
作为一种有效的教师培训模式，已为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所认
同，我们只有不断探索与实践，才能更好的寻找校本培训的方法，
让校本培训有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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