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学生，扎根课堂，彰显特色，提升品质
新北区实验中学

　 　 一、概况

常州市新北区实验中学创建于２００１年，前身为三井中学，地处常州市行政、文化、
体育、商贸中心，占地８３． ４亩。学校根据江苏省教育技术装备Ⅰ类标准配备完善的文
化教育设施、设备。校园布局合理、美观，充满文化底蕴。学校现有教学班级７５个，师
生员工达３８００余人，具有中学高级职称教师比例达３０ ％，拥有市、区“五级梯队”称号
教师比例达到２６ ． ７％。

学校秉持“人文奠基，多元发展”的办学理念，坚持“创建幸福校园，感受幸福人生，
体验幸福成长”的办学目标，围绕“为学生的终身奠基，对民族的未来负责”的办学宗旨，
践行“质量立校、特色兴校、创新强校”的办学思路，以科教创新为动力，深化教学改革，
优化教学模式，推进科教创新，取得了喜人成绩，学校得到了跨越式发展。学校先后获
得江苏省示范初中、江苏省现代教育技术学校、常州市科技特色学校、常州市教科研先
进集体、常州市德育特色学校、常州市新北区科协系统先进集体、新北区校本培训优秀
集体等３０多项荣誉。

　 　 二、内容

近年来，我校努力推进教研、科研、培训一体化，坚持教科研重心下移，在学生发展、
教师发展、学科发展乃至学校发展中不断实践和反思，寻找问题，理清方向，坚持走科研
兴校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１． 健全组织机构，完善科研网络
２０１０年我校成立教科室，全面负责教师培训、课题研究、课程建设、教研组建设及教

师专业发展等内容。由各学科教研组长和骨干教师组成科研核心团队，平时负责搜集
学科发展中的问题，根据问题梳理确立研究课题。他们各自担任独立课题主持人，并下
设各级子课题，由有潜质和研究经验的教师负责开展月研究活动。教科室努力发挥教
科研的先导性、基础性、前瞻性和服务性作用，推行“教研活动课题化，课题活动课堂
化”，提倡草根研究，使研究零距离贴近课堂。在团队的努力中，近年来我校教科研各项
工作均上了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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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围绕核心课题，分享科研魅力
在教研室专家的指导下，我校总课题《ｐｃｋ视野下初中教师课堂教学行为改进的研

究》被省教研室立项，我们追求有效教学的本质和客观评价的正确维度。从申报、立项、
开题到实践，开展了理论学习、学科培训、主题教研、优质课评比、一课三上两反思的系
列活动，让绝大部分教师重新认识教学的本质和课堂评价的正确维度。
３． 注重专业发展，打造科研队伍
扎根实践、研训一体，是我校引领教师专业成长的特色所在。我校的校本培训坚持

以教师为本，以教师发展为目的，按照“边培训、边实践、边研究、再培训”的思路，通过开
展教学研究、外出教师组内专题培训、教研组长和骨干教师讲座、科研沙龙、基本功竞赛
等形式多样的培训活动，引领教师从被动的受训者成为主动的参与者，促进了学校和教
师的双发展。
４． 注重课程建设，积累校本资源
据我校各学科发展的具体状况，确立了我校课程建设总目标：尊重个性差异，促进

多元发展，优化办学特色，提高办学品位。
本学年重点加强了各类课程的校本化实施策略研究，各学科在研读新课程标准的

基础上，首先对各章节重要内容的教学目标进行了分解，并以任务式目标替代抽象的原
目标，对学生学习前经验和证明有效的教学策略和教学行为进行了梳理，在实践中不断
追求以学生实际获得为有效教学的本质。

学校还先后开设了十多门与科技特色相关的校本课程，为科技创新教育注入了新
的活力。

　 　 三、特色

１． 骨干领衔、研训一体
以学生经验和实际获得为脉络，整理、实践和改进教师的教学行为，促成真正的有

效教学。本学年课题研究课走向纵深，对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教学行为和策略进行了整
理和归类，并对相关的学生资源重点是学生经验对学习成效的影响做了梳理，形成了校
本资源。教研组长和骨干教师结合自己的教学和培训，定时在组内开展主题教研活动。
用年轻教师颜淑情的话说，每参加一次青年教师沙龙，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激发了
她久违的研究热情。教科室为全校教师陆续订阅了《教师可以更优秀》、《非常教师》、
《一盏一盏的灯》等书籍，利用教研活动的机会开展读书活动，并将所悟所想撰文在校园
网发表。
２． 实践研究、一课三上
以学校总课题《ｐｃｋ视野下教师课堂教学行为改进的研究》为抓手，推行月研究，重

点分析学生实际获得与教师相关行为的关系，一课三上两反思的研究模式锤炼了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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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教学素质，课堂观察让评价更加客观。在反思中不断提高自己研究学生、研究教
学行为的主动性和水平。
３． 青蓝共进　 起航梦想
２０１３年新一轮青蓝工程启动，共１９８位教师参与，结为９８对师徒，包括教育集团内

的小河中学教师，对青蓝双方的责任作了明细，让老教师的经验和青年教师的活力互
补，焕发双方的工作热情和责任。
４． 学科建设　 促成文化
本学年重点制订了各课程校本化目标，梳理了各学科重要内容的学生经验（正影响

和负影响）和教师有效教学行为，并在三上两反思的实践中不断改进。
５． 科技领衔　 课程拓展
申报市科技创新课程基地，学校科技馆硬件设施已经到位，现有科普志愿教师７２

名。学校有十多个科技社团常年开展活动，组织参加各级青少年科技创新竞赛活动，丰
富了学生学习生活。

　 　 四、成效

１． 生本理念渐入人心
经过这三年的研究实践，以下评上、以学定教的评价思想已深入人心，让教学回归

本质。在评课中“我认为”、“我觉得”等主观用词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先分析学生学
习状态如何和学生的学习效果怎样，再分析教师采取的行为，并微格放大，评议学生获
得和教师预设的差距及原因。
２． 名优教师脱颖而出
围绕课题研究和筹备基地建设，一大批教师脱颖而出。学校现有常州市特级教师

后备人才１名，常州市学科带头人１人，市骨干教师１８人，市教学能手８人，市教坛新秀
２０人，区学科带头人５人，区骨干１３人，拥有市、区“五级梯队”称号教师比例达到了
２６． ７％。化学、政治教研组获得常州市示范教研组称号，数学、语文、信息教研组先后获
得常州市优秀教研组表彰。

庄红、曹宣老师获省基本功比赛一等奖，张丽君、邹枫、朱晓新、颜淑情等１３位教师
获常州市基本功和优质课比赛一等奖，另有３６人次获区基本功大赛一等奖。
３． 校本培训初见成效
以校内教师为主体资源，以实际问题为抓手，利用网络平台，放大优秀成果。教师

的优秀案例、论文等资源实行共享，作为草根培训的资源。２０１３年我校被评为新北区校
本培训先进集体。
４． 特色彰显　 科技领衔
我校“宏毅机器人工作室”、“金钥匙社团”、“信息奥赛社团”、“地球小博士社团”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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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在国家、省、市级比赛中取得佳绩，徐毅、高建军、孙亚敏、盛宏立、周志峰等多名骨干
教师获得优秀科技辅导员称号。

科研兴校在新北区实验中学正以扎实有效的方式推进，基于学生、扎根课堂、研训
一体、彰显特色，已成为学校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４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