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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要求：每位学科专家按分配任务认真观看课例，对学员在课例中出现的问

题进行剖析，寻找共性问题和个性问题，根据自己对教材和课标的把握，提出自

己的意见和建议，结合本次研修主题和问题诊断情况，提出改进措施和对本次“示

范教学”课程的修改意见。）

2024 年根据最新国培送教下乡项目融合校本研修要求，在问

题诊断环节继续加入针对学员和校本项目校的校本研修问题征集。此

次关于校本的问题诊断采取问卷星线上调研与线下座谈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线上面对全体不能参与线下活动的学员发布问卷星二维码，

截至 11 月 17 日共有 115 名参训小学语文教师参与线上调研，另有

35 名参训小学语文教师参与线下座谈。为了摸头乡村教研情况，此

次座谈调研有别于去年的调研，并不局限于镇直学校，包括农村教学

点一所，村小三所，镇中心校两所，希望能在此次线上与线下的调研

中收集乡村校本研修现状有效数据，进行辩证分析，查找乡村校本研

修开展中的问题，结合送教下乡活动，给予乡村教师、目标项目校有

效的示范与引领。

（一）参训教师的校本研修情况调研与诊断



针对参训教师的问卷调查共设计 13 题，其中包括 8 道选择题、5 道

问答题。此次调查问卷涉及教师以龙塘镇人数最多。

此次调研的类别中，95.62%是一线教师，校长、中层管理者仅占

4.38%，与去年的数据相比，由明显的增幅，但是在后期跟踪指导融

入校本环节，必须充分考虑校本研修落地的依靠，如何打破教师自身

的局限性，使得参训教师在本校能充分发挥校本引领，落实项目培训

中融合校本的目的达成依然面临很大的挑战。



学段的调研中，我们发现结果与学员选报的课题相一致，以中低

年级为主，占到总学段的 75%，这也与我们的教育现状相关，一部分

乡村教学点的五、六年级并入中学，导致只有部分乡中心小学或学校

规模稍大的学校有五、六年级。因此在融入校本环节，要充分考虑到

有一部分高年级参训教师在中学任教的实际情况。

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当他们遇到的实际问题有将近一半都选择问

有经验的老教师，而有 29.93%的教师选择自己查资料，而在学校教

研时提出来大家共同解决的仅有 27.74%，从占比可以看出校本研修

并没有在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一些学校的校本研

修活动流于形式、没有实效，失去了老师的信任。



从结果中可以看出不足一半的学校或乡镇定期开展校本研修或

乡本教研，还有 2.19%的教师所在学校几乎没有开展过校本研修或乡

本教研，一个乡村教师能出去学习的机会有限，如果最基本的校本研

修的引领都没有，那么在日常教学活动中教师的专业成长全部压在了

有经验的老教师身上，其结果可想而知。

教师的专业成长需要靠什么助力，有 75.86%的老师把希望寄托

在国培、省培、市培和县培上，国培遴选学员一个乡镇一年平均 20

人左右，省培、市培能分到乡镇的名额更是凤毛麟角，县培五年一次，

如果把自己的个人专业成长压到培训上，可能有些教师三四年也不一

定有机会参与。而本应该成为教师成长依赖的校本研修却只有

24.09%，由于一年的校本推广，较之去年有了小幅的增长。去年有

7.59%的教师认为只能靠自己，而今年降低为 4.38%，教师的认识有

所提高。但是选最后一项也凸显了现在乡村教师的无奈。



在给校本贴标签这一题中可以发现，老师们对于校本研修并不是

完全陌生的，但是现实中校本研修在做的很多都流于形式、流于表面，

例如乡村小学最喜欢用的听评课，活动进行了，教师参与了，教研活

动就像一阵风刮过，挥一挥衣袖，没留下一片云彩。对于真正能助力

教师专业成长的校本研修，接近半数的教师还是乐于参与的，但是教

师的顾虑是增加自己的工作量，挤占自己的个人时间，因此在校本有

效落地时，确保其长久的实施的关键在于兼顾教师的需求。

（二）教学点、村小、镇中心小学校本研修现状调研与诊断

2024年 11月上旬，随着问题诊断的开展，我们深入到各个学校开展

校本研修座谈，11 月 6 日，我们跟随小学语文问题诊断专家团队来

到了花园乡屈庄小学，这是一个比较小的农村教学点，仅存三个年级，

每个年级有一个班，教师仅 7人，这样规模的学校开展教研活动条件

十分有限，该学校几乎没有教研活动，加上教师平均年龄在四十岁以

上，职业倦怠严重，除了县培、国培之外，老师们没有机会走出去。

在接下来走访的村小中，野岗镇野北小学、老城小学、野岗镇冯庄小



学、人和镇金狮小学，学生、师资、面临的困境相近，老城小学教师

老龄化问题最突出，这些村小的学生规模在 170 人左右，每学期有一

轮的听评课活动，几乎没有其他教研活动，在谈到教师成长这方面，

野北小学、冯庄小学和金狮小学都有几个年轻教师，有问题问老教师

已经是常态，大部分时候都是在自己摸索着教，有问题出现老教师又

解决不了，他们就只能去网上搜，搜不到的就成了抛到一边的问题。

在对两所镇中心小学的座谈调研中，我们发现龙塘镇中心小学想比较

来说更重视教师的成长，作为一所镇中心小学，学生超过 700 多人，

在职教师 40 余人，有约一半的教师为青年教师，为了让这一批年轻

教师快速成长起来，他们实行一带三的培养模式，就是一名老教师带

三名年轻教师，年轻教师可以去老教师所在班级推门听课。龙塘中心

小学一个年级大概又 3个班级，一学期两次听评课，教师没有固定的

教研时间，有问题就在办公室解决，解决不了的问题只能自我消化。

三个不同类型的学校有着不同类型的困境，首先他们共同的问

题就是教研活动的缺失，即使大部分学校有每学期一次或两次的听评

课活动，效果也不太明显。往往凭个人经验与感觉不能给予上课教师

学科性的专业评价。其次他们想教研但是缺少引领与专业支持。经过

调研我们发现，很多学校校长、业务主任，他们对待教研的态度是

积极的，也希望拓宽教师专业成长途径。最后如何解决 薄弱学校的

校本研修是我们送教下乡项目在后续跟踪指导中不容忽视的存在。

二、 帮扶方向

1、专业引领



在诊断过程中我们发现，乡村小学的教研需要专业的引领，因此

申请校本示范校的业务骨干加入参训教师的研课磨课环节，与该

校参训教师融为一组。

2、双基地结对

县实验小学与乡村项目校结成帮扶对子。输出县城优秀的校本资

源案例，指导校本研修开展。

3、完善机制

小学语文专家团队协同校本研修专业引领团队，对诊断过程中出

现的漏洞进行指导与填补。

4、拓宽研修途径，解决教学点、村小的教研困境，积极开发云

教研，以民权教师网络平台为媒介，开展定期、专业、辐射全县

的网络教研渠道。

5、国培送教下乡跟踪指导

结合国培送教下乡，国培送教下乡团队也将对乡村基地校进行跟

踪帮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