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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主要包括“准备、实施、总结”三个阶段和“运

行模式、组织模式、内容模式、方法模式和评价模式”五个

板块。通过实践探索名师工作室共同体网络培训的规律和方

法，形成比较科学、系统的教师网络培训理论框架和实践模

式，帮助中小学教师形成网络自主学习、反思、研修的习惯

和能力。

实施步骤

1. 组织创建网络研修平台和健全初中英语名师工作室与

乡村教师教研共同体平台。

A. 组织创建网络研修平台。

创建先进的网络研修平台和服务体系是有效开展网络研

修的物质技术保障，也是构建新模式的前提条件。目前网络

研修平台主要有三种建设方式：与公司合作开发的专用型研

修平台，利用通用开源软件自主安装的研修平台、利用 Blog

等 Web2.0 工具搭建的支撑环境。此共同体研修平台需要支

持两类主要研修活动的：短期统一规划的集中远程培训和群

体的常态网上专业研修。同时还需要满足教师个体研修、校

本研修、区域教研与专业培训等多种研修的需要，为各类教

师提供全方位、连续性的支持，实现线上、线下的无缝接入，

职场内外的无缝贯通，从而搭建教师终生学习的发展环境，

实现平台的自主持续成长，以应对未来教师继续教育发展变

化。所以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我们采取建立 QQ 群工作

网络平台，YY 语音聊天室，微信群及博客为常态网上专业研

修工具。并依靠“中国教师研修网”、“一师一优课”等专用

型研修平台的帮助建立自己的网上社区研修平台。平台分为

“教研中心”、“科研中心”、“培训中心”、“管理中心等四大板

块。网络教研主要呈现有关教师教研的一些基本信息，并提

供教研的一些学习功能模块，如集体备课、观课研课、专题

研讨和专家培训等。实现网上课题研究和管理功能，并能对

教师进行科研方法的培训。同时还可以进行在线研修，资源

共享。系统直接记录教师的研修行为，形成教师专业发展的

电子档案袋，进行考评管理等服务需求。

B. 构建初中英语名师工作室和乡村教师的共同体平台。

建立教师网上学习共同体，是开展网络研修活动的主体。

初中英语名师工作室共同体是由以辽宁省首批初中英语王跃

楠工作室为主体，联合阜新市宁艳初中英语名师工作室，太

平区郑波工作室、我省其他初中英语名师工作室、阜新旧庙

农村中学及其他有共同兴趣的教师自愿自主结合而成的学习

型组织。它是信息时代教师继续教育发展及合作学习文化

“生态”观念的必然产物。平台的主要组织负责由辽宁省首批

初中英语王跃楠工作室进行，它是研修活动的设计者、主持

者、凝聚团队的组织者、专业发展的引领者，又是学习资源

的加工者、协作学习平等对话的参与者，是共同体承上启下

的中坚力量。其他工作室进行轮流菜单式培训。分工负责对

培训骨干、网上网下答疑解惑、对区域教师专业发展计划的

制定、学习方式的设计等重大决策提供咨询与指导。

2. 建立课题组织机构及制定课题研究阶段性研究方案。

建立课题的组织领导小组，即 4 个工作室负责人及 1 个

骨干教师的领导机构，明确责任分工，制定总体计划和阶段

性研究方案。

3. 进行开题及课题前期调查研究工作。

进行课题培训的培训模式建议及需求等方面的问卷调查。

并准备参加课题论证，最终确定研究方案。

4. 进行 5 个模式的实践及研讨。

A. 课题组设计“运行模式”、“组织模式”、“内容模式”、

“方法模式”、“评价模式”五个子课题的研究方案，并召开子

课题开题论证会。明确课题研究重点：

（1）运行模式：构建外力推动、内需驱动两个模块，侧

重内需驱动（课题驱动、博文驱动、友情驱动等）模块的研

究。一般共同体产生发展的原因，可分为：

外力塑造性：（由上级部门建立，成员稳定，开展既定的

学习研讨活动。）

自主孕育型：（自主参与，随意发表观点，学术内聚力使

团队规模不断变化。）

过程衍变型：（先是外力塑造，后渐渐衍变成自主创生特

点的学习型组织。）

在这三类学习共同体中，通常有引领、有管理、有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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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乡教师共同体网络培训是一种基于网络环境下，由城乡工作室教研共同体合作进行教师继续教育培训的全新模式。

本课题主要探索和构建初中英语名师工作室与乡村教师教研共同体的网络培训模式体系。初中英语名师工作室与乡村教师共

同体是以辽宁省首批初中英语王跃楠工作室为主体，联合阜新市初中英语名师工作室，区工作室及我省其他初中英语名师工作

室的初中英语教师构成教研共同体，以“QQ”、“YY”、博客等网络平台为载体，以达成提高教学质量和完成教学科研任务为使
命，以交流共享，互学共勉为主要动力，通过实践探索出网络培训的有效模式，最终促进学生进步、教师成长和学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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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会有最好的效果。所以确立本次的运行模式为以“课题、

资源、研讨、反思、分享”为内需驱动，以工作室学术内聚

力及管理评价为外推动力结合的双驱动运行模式。

（2）组织模式：混合式研修模式。（网络与实践结合）

构建以“阜新市第四中学”为实践研讨基地，以集中网

络培训等组织模式构成混合式研修模式。混合式学习是在反

思传统学习方式和网络学习方式的基础上出现的一种新的学

习理念、学习方式。通常分为“技能驱动型、态度驱动型、

能力驱动型”三个类型。以案例混合研修方案为例，大体步

骤如下：

1）负责人在网上调研后，与课题组研究确定主题，然后

在网上公布。

2）执教教师独立备课或小范围集体备课后，在网上公布

教学设计。

3）在网上各教师研讨设计，集体备课（疑问解决、

评价）。

4）指教教师修订教学设计，然后现场上课，课后说课，

其他教师现场观课，课后议课。（实践）

5）执教者上传课程资源包和教学反思，教师网上继续议

课或参与话题讨论，未到场者下载资源。

实践中可以根据本地现有的条件和经验，设计与形成适

合自身需要的混合式学习方案。如：整个研修活动可以分为

课前准备、课堂观察、案例讨论、行动反思和研究拓展等 5

个环节。可围绕实际的课堂教学展开，采用在线培训和现场

培训相结合的混合式模式。

（3）内容模式：根据博文分类思想，构建教学类、技术

类、管理类、课题类、读书类、研讨类等内容平台。

其中每个类别里都包含资源类。它主要分为三种：

1）教学资源：教材介绍、教学课件、教学教案、案例、

试题、媒体素材、专题讲座、文献资料、学生作品等。

2）专题讨论话题资源：备课研课、观课评课、案例研

讨、主题研讨等。

3）个人日志资源，包括成长笔记、教学反思、教育叙

事、教育评论、心情故事、班主任随笔等。

第一类资源是研修活动的基础，应将外购、合作开发和

自主生成三种来源方式相结合，系统规划，向精品化、特色

化、本地化发展。在使用提供主体检索，鼓励共建共享，并

与教学进度和研修活动同步更新，甚至超前支持。这三类资

源，必须依靠研修活动互动的命脉才会成为有生命力的有效

资源。

（4）方法模式：

网络培训可以通过设计视频课堂、微课专题、博客学堂

等模块进行开展。

（5）评价模式：

其内涵是通过网络对教师参加网络培训进行过程性和终

结性评价；其外延是制定教师网络培训在线测试、评价的若

干标准，建立健全教师网络培训的激励机制。

5. 积累、总结、提炼课题研究成果。

课题组在加强教师网络培训模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讨

同时，及时将研究过程中形成的认识、见解和观点积累下来，

将实践探索的经验总结出来，进行提炼加工，形成新的观点，

写成相关论文。

以上是城乡共同体经过实践和探索出来的教研共同体网

络培训有效模式。在互联网 + 的信息时代，我们以城乡名师

工作室为平台，搭建城乡教师教研一体化模式，可以实现跨

越时空的交流学习，切实提高农村学校教学教研工作质量，

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