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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校走内涵式的发展道路必须有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如何打造业务精良的教师队伍，是摆在教育管理
者面前的永恒话题。立足学校实际发展，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使教师勤思考，善研究，增强教师主动发展的内动力，
通过行之有效的途径，科学引领教师专业发展的快速提升，高品质服务于教育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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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专业发展是一个艰辛却不断给人带来惊喜的过
程，如何让教师幸福地参与自主发展，是管理者的一种心
境与智慧。笔者本着科研兴校的原则，以促进教师专业
发展为目标，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一、定位目标，科学引领
1．目标引领
每位教师都有不断前进和自我完善的欲望，教师专

业发展离不开学校目标引领，从而确定个人专业奋斗目
标，继而增强教师内驱力，激发不断向前的动力，从繁重
琐碎的教学工作中解脱出来，专心致志向学校奋斗目标
迈进。

2．树立信念
用理想信念来规划学校发展蓝图，在继承中深入推

进以“树”( 立德育人树理想) 为主题的校园文化建设工
作，以德育文化“三叶草”为载体，以“培养良好行为习
惯”为抓手，在这种办学理念的激励和鞭策下，“为善教而
强，为从教而荣”有效地融入到教师专业化发展之中。

二、学习培训，专家引领
1．理论提升
以教师专业发展为纽带，采用自学和集中学习相结

合的形式，认真组织教师学习《新课程标准》《课堂评价
标准》、统编教材分析以及最新教育教学动态，针对问题
提炼出研究主题，通过理论提升指导教育教学实践。

2．读书活动
新时期的教师是一个研究者，读书为本，厚积薄发。

在教师中开展读书活动，营造“书香校园”，教师每学期研
读《教育过程最优化》《孩子们! 你好!》等教育名著，学
会在书中遨游，期中召开读书沙龙，期末进行读书分享，
科学引领教师“以书为伴”的专业发展之路。

3．校本研修
学校基本形成“自我反思、同伴互助、专家引领”的三

大研修方式。教师倾听各级教学专家的学术报告、精品
课堂，绝不做研修的“井底蛙”，及时将学习培训收获、视
频观摩研讨及时在教研活动中进行精彩分享，以达资源
共享专业同步发展之目的。

三、夯实基本功，强化比赛
1．“三笔”字
组织教师开展“三笔”字( 钢笔、毛笔、粉笔字) 活动。

学校配制小黑板、毛笔、纸张，每周将教师书写的“三笔”

作品进行展览，统一考核量化，周周有进步，月月有提升，
期末进行比赛活动，教师的基本功整体水平再上新台阶。

2．技能说课
组织教师进行学科基本技能、教学设计以及说课比

赛活动。集思广益，互学促进，充分展示教师个人风采，
达到教师学科专业不断提升之目的。

3．校园朗读者
“腹有诗书气自华”。教师利用早读 5 分钟，通过校

园广播为学生示范诵读精美文章，共同提高师生的诵读
技巧。组织教师举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校园朗读
者”比赛活动。通过艺术节“经典诵读师生擂台赛”，教
师们激情展示诵读风采，将诵读水平与能力发挥到极致。

4．师德演讲
组织教师举行师德师风演讲比赛。教师的演讲主题

鲜明，语言朴实，声情并茂以自己和身边教师职业道德典
范为素材，对照“五星级服务员”“新时期的店小二”要
求，立志撸起袖子加油干。此项活动将我校教师整体职
业道德推向新的高度。

四、搭建舞台，不断实践
1．青老结伴
积极开展“青老教师结伴行”带教活动。发挥身边名

师作用，为青年教师精心挑选“师傅”。创建青年教师成
长档案，使其成长更具科学性。青年教师每周伶听“师
傅”一节示范课，取之精髓，吸之所长。“师傅”每月指导
青年教师一节课，对近期教育教学中的困惑进行课堂示
范、作业指导、经验传授等，使其专业水平快速发展，高品
质地服务于教育教学。

2．集体备课
以教研组为单位，实行个人与集体研讨相结合的备

课方式。主备的个人提前把教案分享给组内教师，要求
所有人提出改正意见，在上课前进行讨论并完善达成共
识再上课。重点进行二次备课，通过课前集体备课———
上课———课后集体备课———再上课———再集体备课———
再上课的形式，不断研磨精品课堂教学，优势互补，共同
成长，提高教师驾驭教材的能力，为构建有效课堂夯实
基础。

3．教学研思
通过“创新杯”教学研讨课、“名校+”暨大学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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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管理工作的实施下而言，班主任应该从自身进行改变，
强化在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提高管理技能，确保在班级
管理实施下，班级班风与班规的良好制定，为学生营造更
好的学习氛围，使得在班级管理过程中，对问题麻烦能够
一一解决，确保所有工作的展开，达到得心应手的程度。
班主任作为班级组织的建设者在管理工作的实施下应该
讲班级环境的构建作为主要目标，在过程中对学生日常
状态做到充分的了解，以及在学习中呈现出的特点进行
全面分析，帮助学生对自身进行更为明确的认识，以此构
建学生班级组织与教师之间的紧密联系性，促进班级凝
聚力的强化，有利于再之后班级管理工作实施下具备充
足条件。

( 三) 创新管理理念，构建“以学生为本”的服务准则
在学生的整体发展中，高中阶段作为最为重要的转

折点，受到的影响因素存在于生活学习周边的方方面面。
以往的影响因素具有单一性，对学生整个发展过程中所
起到的影响无法产生决定作用，但对高中生而言，在未来
发展下的人生规划以及发展目标在设定中，需要与自身
所具备的综合实力相联系，班主任在班级管理工作的实
施下，应该将“以学生为本”的服务理念充分贯彻体现。
以学生角度为实现其全面发展，对其进行客观评价，整体
衡量，避免对成绩与考试过于注重，导致学生在学习中身
心所承受的负担压力不断增加。为此，需要创新班级管
理理念，摆脱以往传统老旧观念，通过对成功的管理经验

进行适当借鉴，对管理工作实施下的班级内容侧重方面
进行适当总结。“以学生为本”的管理理念，实施核心是
班主任对“理”的重视，适当弱化“管”的行为实施，为学
生构建和谐友好的班级氛围，使得学生在班级管理工作
活动实施下，能够实现更好的发展，为学生的综合素质培
养，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当前高中班级建设活动中，对管理工作

的实施是班主任的主要工作之一，需要班主任在保证日
常教学任务的同时，与学生多多交流，促进与学生之间的
联系，提高在班级管理工作实施下对工作的更好展开。
在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做到对自身责任的明确定位，同
时对学生在成长与发展中的需求做到根本了解，以此强
化对管理实施的有效性，提高班级管理工作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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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41 页) 课、“同课异构”“镜子课”积极探索总结
有效课堂的六步教学模式的成效，即“课前预习—激趣导
入—问题质疑—引导解惑—分层作业—反思跟进”。“创
新杯”有效课堂教学研讨课聘请市、区级教研员进行听评
帮扶活动; 与家长开放日进行有机结合，一方面，让家长
走进课堂进行教学评价; 另一方面，以教研组为单位采用
“1+1”的方式进行评课，在教师中掀起教研热潮，形成一
个“你追我赶竞风流”的校本研讨氛围。

4．课题研究
积极指导教师开展校本课题以及西安市小课题、规

划课题的研究工作。督促指导教师完成课题的“两书三
报告”和过程性的资料，重点提升个人教研的转化能力，
探究日常教学活动中实施课题研究的策略，从中享受课
题研究的乐趣，不断丰富课题的研究成果，达到“研以致
用”之目的。先后三年有 15 个市级小课题顺利结题，其
中 4 个小课题荣获优秀。西安市级“十三五”规划课题
《立德树人背景下小学足球多维教育研究》已进入结题
阶段。

5．社团活动
成立电子琴、舞蹈、美术、科学、足球、网球、信息技

术、竖笛八大类形式活泼、内容丰富社团活动。特别是西
安市足球网点学校坚持训练多年，成功举办西安市“少儿
网球培训基地”揭牌仪式，成为西安市首个“少儿网球培
训基地”。教练景涛老师兴趣浓厚，积极上进，经常带学
生到外地参加足球比赛，荣获省、市、区一等奖，全国趣味
网球比赛三等奖的好成绩，向一级代表队输送优秀队员，
部分学生被铁一中、陕师大、西安外语附属中学作为体育

特长生招录。李宁老师辅导的舞蹈《彩虹塔》在“阳光下
成长”莲湖区教育系统第十七届艺术节暨中小学生艺术
展演中荣获三等奖;“俏皮奶奶”作为唯一舞蹈节目在莲
湖区“五四”青年表彰活动中被邀请嘉宾助演，得到与会
领导高度赞扬。教师从中体验到职业幸福感，专业发展
水平得到快速提升。

五、学思结合，提炼成果
实施“学听思讲读研”工程，即每周研学一篇教改文

章; 每周伶听一节粉笔课; 每节课后精写教学反思; 每学
期执教一节公开课; 每学期精读一本教育专著; 每学期撰
写一篇科研论文。根据教师个人专业发展的足迹，分类
汇编《丰庆路小学教师专业成长手册》。

总之，科学引领教师专业发展是一项长期而扎实的
艰巨任务，学校将努力营造一个浓厚的教研氛围，根据每
位教师的学科专业与特点，为他们搭建专业发展的舞台，
让教师在教研实践中步步得到锻炼，提升教师职业幸福
感，出色地服务于教育教学工作。学校围绕“播种幸福，
幸福播种”的办学愿景，为创办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学校而
不断地追赶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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