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 本 教 研 制 度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发展，教师的再学习和再发展就

更加成为学校发展的关键，开展校本教研活动是全面促进教

师专业化发展的有效途径。为追求学校与广大师生发展的和

谐统一，我校开展以促进每个学生的发展为宗旨，以课程实

施过程中教师所面对的各种具体问题为对象，以教师为研究

主体的校本教研活动，从而达到增强教师业务素质,提高教

育教学质量的目的。

一、教育科研课题研究制度

1、成立由校长为组长、主管行政为副组长的领导机构：

组 长：杨国庆

副组长：杨国柱、王林

组 员：董连彦、赵宇飞、张耀东、凡东宝、张英杰

2、各学科围绕学校研究课题，制订学科、个人研究专

题，也可参与其他课题的研究，抓好方案设计、查看开题、

阶段研究、结题等环节。

3、每学期组织研讨课、公开课、研讨会及教研论文展

示、总结交流经验、形成科研成果等活动，把新教学模式引

进课堂，积极寻求新教学方式与发展学生能力之间的契合

点，形成学校教学科研特色。

二、学科教研制度

各学科教研活动要与课题研究相结合，要与课改实验中

遇到的问题相结合。力求做到形式多样，贴近教师工作实际。

1、坚持隔周一次的学科教研活动。每次教研活动教师

应按时参加，不得无故缺席和早退，确有特殊情况不能参加

者要请假，否则在学校考勤中作旷课处理。教研组长必须按



教研计划，做好每次教研活动的准备工作，务使活动时间、

地点、内容明确，要求做到“三个有”，即有主题、有中心

发言、有活动记录。

2、教研活动主要内容：

（1）教育理论的学习；学习教育教学理论、学科专业

知识和新课程标准，强化自我

学习能力，结合教学实践，随时用新的理念和观点剖析

典型案例和教学细节。

（2）对各种形式公开课的系列研究（从备课、说课、

听课到评课）；开展教学“三思”活动（教学前进行反思：

有效提高教师的教学预测和分析能力；在教学中进行反思：

即时、自动地在教学行动过程中反思，使教学高质高效地进

行，提高教师的教学调控和应变能力；在教学后的反思：有

批判地在教学行动结束后进行反思，使教学经验理论化，提

高教师的教学总结能力和评价能力。）

（3）每月针对学生学习水平检测情况进行一次质量分

析，及时调整教学方法与策略，制定补缺措施。

（4）组织校内、外教学经验的交流和校外参观、学习。

（5）专题研讨和课题研究。

3、主动承担教学研究与教育科研任务，认真上好每学

期每人 1 节的研讨课。从教学实际出发，从需待解决的教学

问题中选择，并有计划地开展课题研究，务求取得实效。

4、做好教学反思和积累检验工作，坚持每学期每位教

师撰写一篇教学论文（或教学一得）的制度。论文于期末在

本教研组交流后交教导处。

5、详实记载每次教研活动的情况，期末将活动记录交

教导处检查后存档。



三、集体备课制度

1、坚持隔周一次的集体备课制度，全组教师必须按时

参加，做好出勤登记。集体备课前，组长对集体备课要做到

“四定”，即：定时间、地点、内容与主备人。力求做到每

次活动都使教师有所得。

2、集体备课，要有计划地进行。在制定计划选择课节

时，应遵循下列原则：

（1）本学期教材中的重、难点章节；可以采用多种教学

方法进行的课节；

（2）能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如电化、多媒体等）进行教

学的课节。

3、集体备课活动的基本程序：

（1）说课：即主备人向全组教师叙述自己的课程设计或

教学模式。这是集体备课的实质性活动。说课，要求说教学

的指导思想，确定教学目标的依据，对教材结构的整体把握，

以及对教材重点和难点的认识，进行教学程序设计的理论基

础和选取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的依据，“达标”与实施个性

化教学的构想，明确教与学的总体思路。

（2）议课：根据主备教师的说课，结合个人的备课进行

议论，在分析、比较的基础上相互取长补短。在集体议课的

基础上，对教学目标、教材分析、作业、教学进度，教学过

程和方法策略等达成基本一致的共识。

（3）修订、完善个人教学设计，形成“集体备课，资源

共享，教后反思”的教研风气。

（4）每次集体备课活动均应按要求填写活动记录，期末

交教导处检查后存档。

四、相互听课制度



1、为切磋课堂艺术，研究教学规律，了解教学情况，

学校领导、教学管理人员与教师把听课作为一项日常教学研

究工作列入工作日程。确保每学期听课次数，教学管理人员

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25 节，教师不少于 10 节。

2、每次听课均要有明确目的，并以此作为研究课堂教

学的依据。

3、认真填写听课记录，听课者要把自己置于学生的位

置， 仔细观察教学过程，记录教学过程，评析教学过程。

4、及时进行教学评价，坦诚交换意见。根据听课的目

的与课堂教学评价要求，对所

听的课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课后相互间及时坦诚地

交换意见，探讨教学规律，形成经验和个人教学特色。

五、检查激励制度：

1、建立校本教研管理小组，负责制定学科学期校本教

研计划，负责过程管理措施落实，保证校本教研的有效实施。

2、定期检查校本教研制度的运行情况，对校本教研的

基本情况进行小结，并明确存在的问题，排查原因，不断改

进教研工作。

3、建立教师工作量化考核制度， 发挥激励机制的作

用，积极向上级有关部门推荐教师的优秀论文、教学设计，

对获奖论文和教学设计分等级予以奖励；对取得教学研究成

果的科组、个人和教学教研成绩显著者给予奖励，鼓励教师

向“科研型、学者型”教师转变，通过校本教研制度的建设，

切实把学校建设成为优秀的学习型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