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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顺义义风风采采

近日， 顺义区
劳模创新工作室汇
报交流会在顺义区
教研中心大会议室
召开， 六位工作室
主持人就他们依托
工作室， 充分发挥
自己在深化教育教
学改革中的示范和
引领作用， 着力于
教育教学一线的青
年教师， 以有效解
决教育教学中存在
的真问题为切入点，
运用专家引领、 同
体互助、 项目带动、
梳理提升等有效形
式， 助推青年教师
快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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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义劳模教师创新工作室：

助助推推青青年年教教师师成成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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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凡艳劳模工作室

董晨劳模工作室

张秋爽劳模工作室

张福林劳模工作室

陈春芳劳模工作室

项目带动 实践历练
孔凡艳劳模工作室有成员22人， 包含

研修员3人 、 教学领导6人 、 一线教师13
人； 35岁以下青年教师8人。 工作室成立
以来成果丰硕， 其中， 在北京市中小学第
一届 “京教杯” 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展示
活动中， 孔凡艳指导的牛山一小赵倩获得
一等奖， 新英才学校曾旋获得二等奖； 工
作室成员杨雪莲指导的石园小学陆宇晨获
得二等奖、 魏淑媛指导的牛山三小高静获
得三等奖。

说起孔凡艳劳模工作室， 不得不提工
作室的核心研究项目———“依托学案 有效
进行 ‘一带N’ 课内拓展阅读的实践研
究”。 该项目与新课改理念一致， 与北京
市学科意见落实吻合。 工作室一方面从研
究深化———重视学用孔凡艳编著的 《从
“学案” 走向个性化阅读》， 将科技转化为
“生产力 ”； 一方面开拓新思路———深化
“一带N” 拓展阅读， 组织讲座、 研究课，
尤其在单元整体拓展阅读和整本书阅读中
进行了典型案例挖掘。

同时 ， 工作室关注学生质量 ， 从命
题、 完成、 分析， 教师、 学生系列考虑，
使教师认识到阅读命题现实意义以及完成
思路， 学习命题分析。

工作室邀请了张立军、 袁志勇、 李英
杰 、 闫勇 、 张立娟等专家前来 ， 有大
“家”、 有名师、 有区县教研员， 讲课、 讲
座， 理论与实践结合。 其中， 张立军主任
讲 《钓鱼的启示》 与 《通往广场的路不止
一条》 两课联读， 并做 《立体化阅读实践
与思考》 讲座， 引领立体化阅读实践的方
向； 闫勇老师的 《语文素养与跨界教学》
讲座使老师们对10%学科实践活动有了清
晰的认识， 生动具体； 张立娟等老师带来
了区县好的经验， 加强了区县教研部门之
间的交流互动； 袁志勇老师对工作室成员
教学特色的提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指
导， 李树栋主任对工作室的研究与成员的
发展进行了专业点评。

工作室非常注重挖掘自身尤其是主持
人的优势。 “鼓励成员在研究活动、 在日
常教学中多沟通、 常联系， 并通过特色提
炼系列活动进行有效分享与互助。” 孔凡
艳说。

立足高端 为教师搭台
董晨老师是北京市特级教师， 工作室

成员由区骨干、 市骨干、 市学带、 特级教
师等8人组成， 他们的教学理念、 师德水
平、 学科素养在本区有很重要的影响。

通过工作室成员的带动， “董晨劳模
工作室” 定位于为处于 “高原” 期教师的
“二次创业” 寻找路径； 为青年教师学科
素养的提升寻找助力； 为教学改革寻找新
模式； 为示范校发挥作用寻找途径； 为薄
弱校提升提供支持。

董晨介绍， 工作室成立10个月以来，
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有聘请学科专家的
高端讲座； 有工作室成员面向教师、 学生
承担的专题讲座； 有跨校、 区、 市的教学
研究活动， 如 ‘同课异构’、 课题研讨等；
有教育教学考察 、 参加学科高端研讨
会等等。”

在青年教师学科素养的提升方面， 董
晨工作室无论是为其搭建成长的平台， 还
是深入参与课堂教学的实践、 研讨等方面
都发挥了切实有效的指导、 攻关、 促进作
用。 工作室成员及青年教师都得到了相应
的成长 ， 比如在市教学设计 、 市 “京教
杯” 展示活动中获得一等奖。

学习 让工作有方法
劳模工作室成立后， 主持人张秋爽带

领工作室成员， 团结协作， 在参与中受到
刺激， 在模仿中逐步感悟， 在尝试中不断
澄清， 在学习中开阔视野， 在研究中寻找
快乐， 在任务驱动中不断提高专业素养。

半年来， 工作室成员进行自主研修，
共同翻阅了吕林海老师著的 《数学理解性
学习与教学 ： 文化的视角 》 、 李渺著的
《数学教师理解性学习论 》、 顾晓东著的
《小学数学理解性探究学习研究》， 多次带
领有兴趣的老师参加了北师大数学讨论班
的学习。

经过筛选， 张秋爽定时在微信群发适
合工作室成员学习的提高自我修养、 提升
专业技能的文章， 并建议大家每天看微信
公众号 “一课研究”， 多名队员参与了全
国继续教育网的国培项目学习， 先后有14
人外出辽宁、 河南进行主题研修， 有条不
紊地完成学习任务。

每学期开学初， 工作室都要召开读书
交流会并制定计划， 确定好本学期研修目
标。 召开读书交流会包括自主研修成果汇
报、 外出学习观点分享、 自我课堂实践动
态播报等， 目的是相互交流， 思维碰撞，
学以致用。

张秋爽深知， 实践创新是能力发展性
学习， 实践反思更是知识建构性学习。 工

作室立足课堂， 立足教学中的热点、 难点
问题， 不断尝试和思考。 每学期， 张秋爽
至少要听工作室成员2节课， 教学中以数
学理解为目标， 激发学生兴趣， 提升学生
的核心素养。 定期开展课例研究， 同课异
构、 双师同堂成为主要研修方式。

她还带领工作室成员申报了 “十三
五” 市教育学会立项课题 《促 进 小 学
生数学理解的实践研究 》 获得批准立
项 ， 成员们还参与了课题申报的准备工
作， 查找文献、 梳理困惑、 制定研究内容
等， 在任务驱动中获得专业成长的经历，
不断积累经验， 也在团队研修中获得专业
情谊。

立足一线 关注新教师成长
张福林担任过第一期、 第二期名师工

作室的主持工作， 这次又担任了首届劳模
工作室的主持人工作。 张福林认为， 名师
工作室和劳模工作室侧重点是不同的 ：
“名师工作室定位比较高， 成员比较成熟，
关注的是如何克服高原现象更上一层楼；
劳模工作室则立足第一线， 重心下沉， 更
接地气， 立足本单位岗位， 关注第一线的
真问题， 更关注新教师的成长。”

作为物理教师， 张福林劳模工作室对
新教师进行教材辅导， 加强对物理概念、
物理规律的深入理解， 提升青年教师的学
科素养。

工作室加强教学法的研究， 帮助成员
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对青年教师的备课、
讲课全方位指导， 及时帮助青年教师解决
教学中遇到的问题， 对青年教师的常态课
录像， 引导青年教师对课堂教学进行自己
反思 ， 指导青年教师上好考评课 、 公开
课、 教学比赛。

工作室还积极发挥服务辐射作用。 比
如， 为全区物理教师做教学辅导， 为全区
高三尖子生作讲座 。 主持人受北师大之

约， 为山西大同教师做有关教师素养的培
训， 还参加全国物理特级教师代表大会，
并作 “在高中物理教学中培养学生科学素
质” 的交流发言。

半年多来， 工作室成员的专业化能力
进一步提升。 张福林、 安斓提供的三个课
例被选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基础教育
优质教学课例， 并被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收藏。 李婷婷获北京市物理教学比赛一等
奖， 张晓琳获区级研究课一等奖， 安斓获
区级教学基本功展示一等奖。

紧抓课堂 研究学生 提升素养
陈春芳劳模工作室以学校的工作为基

准进行开展， 并且紧密围绕着学校内数学
教师的情况展开活动。 工作室的活动定位
于抓住课堂， 抓住对学生的研究， 抓住对
教师专业素养的提升。

一年来， 陈春芳工作室借助北京市教
学设计大赛、 市区级的视导活动、 青年教
师的培训活动、 成熟教师的微课大赛、 区
级研究课、 新教师培训、 走出去到北京参
加教研活动等， 不断搭建教师学习展示的
平台。

自开学第二周， 陈春芳就邀请数学教
研员到学校听新任教师的数学课。 在听课
的同时， 教研员不仅循循善诱进行专业的
指导还对教师的专业素养进行指导， 包括
课堂上对学生的关注等。

“教研组长以及骨干教师在工作室中
发挥着引领的作用。 现在的数学研究课不
仅是一位教师上课， 每一次研究课都会争
取给团队教师进行集体研修展示的机会。”
陈春芳说， 市区的数学研究课中， 放开手
让教研组长以及骨干教师作为主要的
负责人。

在一次次的团队研修中， 收获的是团
队的成长， 是教师专业素养的提升以及学
生对数学的浓厚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