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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式教研活动的尝试和思考 

汪纪苗 

(浙江宁波市鄞州中学 315101) 

摘要 教研活动是教研组建设的重要组成，通过开展主题式的教研活动，提出了学习型教研组 

的现代教研活动方式和教师之间的新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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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组建设是学校建没的重要一环，而开展有 

实效的教研活动是教研组建设的重要环节。开展主 

题式教研活动可使教研活动真正激发教师的参与热 

情，注重发挥组长的引领作用，体现骨干教师的示范 

作用，营造教师之问的互动氛围，使教研组_丁作焕发 

勃勃生机，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获得了真实成长。 

主题式教研活动的主要功能定位于：确定研究 

主题、学习教育理论；结合课堂实践，反思教学行为； 

关注师生需求，研究教学方式。在实践过程中，特别 

注意从教师存教学实践中的需要、在教改中的疑难 

问题 发确定主题，在经验总结中发展主题。 

课堂教学的一般过程可分为引入、过程和结束 ． 

下面是我们教研组进行的以“课堂引入”为研讨主题 

的教研活动的实录 

l “课堂引入”主题教研活动(实录) 

1．1 活动的前言准备阶段 

主持人：今天我们利用下午的时间进行例常的 

教研活动。活动之前先通告大家一个好消息：继上 
一 届市教坛新秀评比廖老师获得市第一名并获得省 

教坛新秀后，今年刚刚进行的市教坛新秀评比中，我 

组王仕杰老师又一次获得市第一名，让我们对他们 

取得的成功表示热烈的祝贺。 

教坛新秀的评比是对一位老师综合素质的考 

验，尤其是对⋯位老师课堂教学水平的考核，上好一 

堂课是市教坛新秀应该具备的素质。下面我们请王 

仕杰老师结合自己的比赛经历谈谈评比中课堂教学 

的感受和体会。 

(教坛新秀谈上课的感想) 

1．2 “专家引领式”的学习阶段 

主持人 ：刚才王 老师谈到教坛新秀评 比中课堂 

教学的重要性。⋯-堂课一般可以分为引入、过程、结 

束 3个阶段。课堂教学过程是一堂课的精华，但引 

入和结束部分也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新课的导人虽仅占几分钟或几句话，但它是教 

学过程的重要环= 和阶段，它正如戏曲的引子，影剧 

的“序幕”一样，可以引起学生的注意和兴趣，拨动学 

生的心弦，充分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同时还可起着新l[{课之问的承上启下的作用。苏霍 

姆林斯基说：“如果教师不想办法使学生产生情绪高 

昂和智力振奋的内心状态，就急于传授知识，那么这 

种知识只能使人产生冷漠的态度，而使不动感情的 

脑力劳动带来疲劳”。每堂课开始，学生刚进教室， 

翻书取笔，课间嬉闹余兴未消，不少学生的心思在课 

堂外。此时教师匠心独具、巧妙地创设能唤起学生 

好奇心和求知欲望的情境，学生的大脑兴奋中心会 

迅速地转移，把注意力集中到学习上来，所以独特、 

新颖的引言能集中学生的注意力。 

本次教研活动的主题就是“课堂引入”，主要通 

过“专家引领、实践反思、同伴互助”的方式来学习。 

下面由5位专家教师分别分“课堂引人”的 5个方面 

进行 阐述 ： 

(1)课堂引入的方法 (主发言：廖旭杲) 

(2)课堂引入的原则 (主发言：刘长林) 

(3)重视课堂引入的意义 (主发言：吴武军) 

(4)如何提高课堂引入的技巧 (主发言：胡钢 

军 ) 

(5)课堂引入应避免的问题 (主发言：史定海) 

主持人：通过前面几位老师的专题发言，使我们 

对课堂引入有了一个总体的认识 ，了解 了课堂引入 

的方法、原则、意义和在教学实践中如何提高自己的 

教学。下面我们进入实践反思阶段。 

1．3 “实践反思、同伴互助”活动阶段 

主持人：下面我们来观看 3节录像课的课堂引 

入部分，这 3节课都是去年浙江省优质课评比中现 

场展示的3堂课，我们除了欣赏省内优秀选手的精 

彩表演外，更多地关注课堂引入部分，接下来要请大 

家结合 自己的体会谈谈对这 3节课的引入作出自己 

的点评。 

(观看 3堂浙江省优质课中“乙炔”课堂录像引 

入片段 )⋯⋯ 

主持人：大家可以就其中一种引入作点评，也可 

以分别作点评，也可以比较点评，能结合前面的主题 

学习和自己的教学实践体会谈谈自己的看法。 

张老师：刚才看了3位老师的“新课引人”片段， 

上述几位教师的新课引入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特 

点：(1)以实验作为切人口。2位开课教师选择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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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或化学魔术“点冰生火”作为开场白。通过实验 

尤其是趣味实验导人新课，可以模拟或再现知识的 

形成过程，会立即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求 

知欲，是产生参与意识的主要心理动力。学生带着 

强烈的好奇心进入新课学习，使学生加深对知识的 

理解⋯⋯ 

李老师：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在 

化学课中也是如此。课堂的引入就要精心设计，以 
一 个精彩的开头来调动学生积极学习的情意显得至 

关重要。建立“创设情境，共建双赢”的观念。有生 

命力的课堂教学，教的相当轻松，学的颇有收获。学 

生兴趣浓，积极性高，参与面广，符合学生的学习心 

理，这样的引入能达到较好的效果!适合学生的才 

是最好的!课堂的组织更多地应该从学生的实际出 

发，从实效出发，要考虑低投入、高产出。从某种程 

度上我们要向孩子学习，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真正 

从学生学习需求的角度来组织课堂教学。 

录像课 1、2异曲同工，都是由电石跟水反应说 

开去，由学生熟悉的物质，过渡到学生不熟悉的物 

质，学生猜出关键是这块奇特的石头，他们很想知道 

这块奇特的石头到底是什么成分?这样就抓住了学 

生的心，产生共鸣。我更欣赏变魔术，更有吸引力， 

耗时少。雪也可用冰代替。录像课 3先讲乙炔的结 

构，由结构推出性质，是常规的方法，也行，但新鲜感 

就要少一些。总的来说，3节课都是不错的。 

毕老师：在上一届的省教坛新秀的评比中，我刚 

好上的也是这堂课，记得当时我是以乙炔的实验室 

制法作为新课的引入，虽然也能通过实验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但与“点冰生火”实验相比，其实验效果 

的对比度更强烈，更能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吸引学生 

的注意力，作为引入更能达到较好的效果，值得我好 

了好学习。 

史老师：前面各位老师的点评都很精彩、实在， 

把 3堂课的优点和有待改进的地方都表达了自己的 

看法，下面我也谈谈 自己的想法。今天我们来分析 

点评的 3节课，由于时间关系，只截取了引入部分， 

也有点断章取义的意思，因为一节课的课堂效果并 

不是只由课堂引入来体现的，更重要的是教学过程， 

因此要真正体会课堂设计者的意图，最好是观看完 

整的课堂录像。当然这次活动的主题是“课堂引 

入”，所以我们的着眼点自然也在课堂引入中，但作 

为一名教师，应该全面地看待课堂教学，把握好教学 

的各个环节。 

1．4 再实践再反思阶段 

， 主持人：在化学课堂教学中，不同的引入方法， 

教学效果会有差异，而班级中每个学生的认知程度 

不同，每堂课教材的内容不同，所以，我们在课堂教 

学中，应采取不同的引人方法。正所谓教学有法，教 

无定法。在实际课堂教学中课堂教学的实施要根据 

地点、学生、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不能僵硬地用一种 

引入方法。 

苏霍姆琳斯基讲过：“任何一种教育现象，孩子 

在越少感到教育者的意图，它的教育效果就越大。 

我们把这条规律看成是教育技巧的核心。”因此，课 

堂引入在具备科学性和关联性的前提下，注重趣味 

性和新颖性，尽可能使学生少感受到教育者的意图， 

而又巧妙地渗透了新的教学内容，且能较快地启迪 ． 

学生的思维。 

课堂引入的艺术特色，需要我们热爱教学的老 

师们不断探索。今天教研活动我们主要通过主题学 

习和实践反思的形式学习了课堂教学细节中的“课 

堂引入”，课堂引入是一种艺术，也不只是今天的活 

动就可以完全理解这一门艺术，请大家在以后实际 

的课堂教学中结合理论注重课堂的引入。 

最后布置一个任务：每位老师在活动后撰写一 

篇自己成功课堂引人的实例。 

2 主题活动的反思 

传统意义上的教研组主要是组织教师学习、共 

同研究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改进教学方法等，表现更 

多的是事务型教研组——基于学校的事务安排，安 

排本组的日常事务，进行常规检查与督促。新课程 

背景下，教研组要由事务型组织走向学习型组织，改 

变传统教研活动的方式，创建现代教研活动的新方 

式。教研活动的方式也将发生许多的改变，表 l列 

出了2种教研活动的主要活动方式。 

表 l 

教研活动方式 

制订计划、听课评课、考试命题 、试卷分析、参观 传统教研活动 

实践、完成任务⋯⋯ 

专家引领、同伴互助、读书活动、主题研讨、说课 现代教研活动 

评课、课题研究、叙事反思、教改推广⋯⋯ 

通过现代教研活动的开展 ，组内教师人人学习、 

时时学习，教师既在组内获取信息，又为其他教师提 

供学习资源，教师之间是一种共同参与、互教互学的 

组织关系。教研组发展成为学习共同体，教师可以 

在其中获得超过自身局限的信息和资源，可以不断 

更新 自己的专业知识，引发教师对教育教学的反思， 

因此，教师可以获得更宽泛、更完整意义上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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