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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中小学教育专家培养对象第一小组研修活动

简 报

2015 年 1月 23

日，四川省中小学教育

专家培养对象第一研

修小组专题研讨活动

在成都石室中学北湖

校区召开。活动主要分

为两项议程，分别为专家主题报告及课题开题会。

一、专家主题报告

为了进一步拓展与丰富培养对象对现代教育理念及现代课堂教

学的认识，本次活动特别邀请了来自山东省的两名教育教学名家作主

题报告。

专家主题报告从 1

月 23 日上午 9：00 开

始，共两场。报告会由

成都石室中学校长田

间主持。

第一场专家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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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由山东省特级教师、齐鲁名校长程和方作题为《培养具有独立人格

的现代公民》的主题报告。他从“课改走向何方”这一追问入手，概

括性地介绍了当前

课改的基本情况，又

通过对比纷繁的课

堂改革模式，分析出

它们的利弊，提出

“思维能力培养是

教育核心任务”的观

点，并以山东泰安实验中学的“思维碰撞课堂”为实例进行了理念与

实践的详细阐述。程校长围绕合作学习这一中心，呈现了“思维碰撞

课堂”的基本理念、操作模式、具体方法、实践成果、综合反思，为

课堂改革的实践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经验。

第二场专家讲座由山东省特

级教师、国家远程培训课程专家

崔成林作题为《如何提高课堂绿

色学业成绩》的主题报告。崔老

师从删除“无效”即“有效”、

用好“反馈”即“分数”、解决

“问题”即“成就”三个角度与

学员分享此话题。崔老师重点介

绍了删除“无效”即“有效”这一方面。在“无效”与“有效”这一

问题中，他指出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最需要理清的一件事是：哪些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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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是有效的，哪些是无效的，并以多个实际课堂为例对此进行了详

细阐述。

此次研讨活动主题报告

以专家讲座的形式，让与会

的各位教育专家培养对象在

倾听中捕捉现代高效教学的

共性，探究当代教育的核心

问题，深入了解提升教育教

学成效的相关理论与应对策

略，理性反思自己的治学理

念。

二、课题开题会

1 月 23 日下午，研修活动开始第二项议程——课题开题会。在

开题会之前，首先由第一研修小组组长、成都石室中学校长田间主持

学员讨论并确定了 2015 年小组研修会活动安排。

紧接着，由中国教育学术会学术委员、四川省教育学会研究员、

四川省教育学会秘书长纪大海先生主持课题开题会。本次开题会有三

位学员向与会专家及小组成员汇报其开题报告，每个课题组汇报 15

分钟，专家点评 15分钟，学员提问互动 10分钟。

首先由成都市中和中学范永杰介绍其课题《地理图促进学生能力

发展研究》。范老师从课题背景、研究现状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开题

报告陈述。范老师说道催生他开展此课题研究的原因在于日常教学中

发现学生不能看懂生活中常见的地理图，因而希望在教学中能够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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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学生识图能力的提升。课题指导专家纪大海先生在听取了他的汇

报后指出，这是一个

具有创新性的课题，

可从地理图的内涵、

识图系统等方面对中

学地理图教学进行规

范梳理，并对此课题

的研究提出了两个建议：一是对地理图的分类可进一步深入；二是要

研究出地理教学的创新性成果。第一研修小组学员杨进老师则认为中

学阶段应重在培养学生思维，为学生日后生活所必须具备的素质的培

养，改研究课题研究的内容涉及较广，但是对理论体系的提升较少。

第二个课题是来自汶川中学龙绍明老师主持的课题《新课程背景

下民族地区中学青年教师综合素质提升有效途径研究》。龙老师因公

而无法参加此次研讨会，特委托其课题组成员万老师作开题报告。该

课题围绕名族地区教

育提出，万老师从课题

的提出、研究目的及意

义、研究基本过程设

想、研究的理论依据、

研究方法手段、阶段设

计与分工、参考文献等

方面对该课题的构想与展开进行了阐述。研修小组成员彭进华老师在

听取了报告后提出，甘孜等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教师素质是核心，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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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研究对解决当地问题具有现实作用。胡方廷老师认为加强对民族

地区教师民生问题的落实是提升教师素质的关键。在听取了课题小组

报告和其他小组成员的建议后，课题指导专家纪大海先生提出了自己

的观点。他认为该课题有一个很好的前期研究，当前教师大面积产生

高原现象，对教师的要求更多是一种感性要求。他认为人是趋“上”

的，人往高处走，是人的本性表现，因而教师的发展要从自身有动力

需要让教师能够看到未来。

最后一个开题报告由康定中学周江老师主持的课题《民族地区高

中教学微课助学实践研究》。该课题以康定中学为研究对象，基于国

内外微课教学的发展，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对民族地区高中教学微课

助学进行实践研究。研修小

组成员在认真听取了周老师

的报告后，纷纷提出了自己

的认识与建议。宁顺德老师

从自己所在学校的微课教学

实践谈起，提出了两点困惑：

一是目前的微课资源是否成

体系？二是学校的微课使用

资源是否充足？米云林老师认为微课研究是目前解决教师职业倦怠

的一个有效手段，老师可通过制作微课提升自身专业能力，是目前提

升少数民族地区教师专业技能的一个方式。

本次研修活动是四川省中小学教育专家培养对象第一小组举办

的一次以提升学员专业素养，加强学员间互动交流学习为目的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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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学员们纷纷表示受益匪浅。第一研修

小组必将以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为契机，在今后的学习过程中努力寻

求更加丰富的形式来实现小组内、学员间研修活动的顺利开展。

2015 年 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