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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2019 年 11 月，“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

提升”项目在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与汕尾

市教师发展中心、汕尾市各区县教育局的携手合作中，各项

工作稳步推进。通过学科专家、教研员等面对面指导的备课

和展示课活动，骨干教师们的教学观念有了一定程度的转变；

项目指导工作小组通过进校调研和培训，对 33 所实验校信息

化设备、教师授课等各方面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实验校

对如何促进“四全”的落地也有了思路和抓手。本月及前期“北

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项目活动如下：

2019 年 10 月 12 日，“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

提升”项目启动会；

2019 年 10 月 25 日，“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

提升”区县项目落地会；

2019 年 10 月 23 日至 30 日，项目指导工作小组 33 所实验

校调研及应用指导会；

2019 年 11 月 1 日，化学学科备课及现场课指导，命题工作

坊主题讲座；

2019 年 11 月 3 日，数学学科备课及现场课指导，实践活动

和命题指导；

2019 年 11 月 8 日，英语学科备课及现场课指导，教师反思

性说课指导；

2019 年 11 月 11 日，地理学科备课及现场课指导，主题说课

指导；

2019 年 11 月 15 日，物理学科备课及现场课指导，专题讲座；

2019 年 11 月 16 日，历史学科备课及现场课指导，课堂实录

专家指导；

2019 年 11 月 22 日，语文学科备课及现场课指导，专题讲座；

2019 年 11 月 29 日，生物学科备课及现场课指导，主题反思

性说课指导。  

导读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

育质量的意见》文件精神，利用互联网 +、大数据，实现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应用，建设高素质专业化

创新型教师队伍；基于教育大数据，建立促进个性发展的教育体系。北京师范大学与广东省汕尾市人民政府通

力合作并于 2019 年 10 月 12 日启动“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项目。为了进一步推动项目

在各区县切实落地，在 2019 年 10 月 25 日顺利召开“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市基础教育质量提升”区县项目

落地会。在 2019 年 10 月 23 日至 30 日，项目指导工作小组深入汕尾各区县 33 所实验校开展了落实“四全”

的平台应用指导会。

2019 年 10 月 12 日上午，项目启动会在汕尾市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汕尾学校顺利召开。汕尾市教育局

张志和局长主持会议，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助理、常务副教务长、博士生导师郑国民教授，未来教育高精尖中心

执行主任余胜泉教授，化学首席专家王磊教授，数学首席专家綦春霞教授，英语首席专家陈则航教授，地理首

席专家王民教授，物理首席专家罗莹教授，历史首席专家郑林教授，生物首席专家王健教授，道德与法治首席

专家李晓东副教授；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学科教育实验室常务主任李晓庆，北京市教育强区的特级教师、

教研员，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硕士等近 50 余人；汕尾市副市长林军，副秘书长罗炳新；汕尾市教育局党组副

书记、副局长卢学军，副局长陈建平，教师发展中心主任陈利群，城区教育局局长陈小凯，海丰县教育局局长

马学仲，陆丰市教育局局长曾少疑，陆河县教育局局长邱学平，红海湾教育局局长蔡美妹，华侨管理区教育局

局长林木真以及有汕尾市各县（市、区）的教师约 1000 人出席项目启动会。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项目正式
启动

 汕尾市林军副市长致辞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助理、常务副教务长郑国民教授发言

01 会议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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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为了进一步推动项目在各区县切实落地，2019 年

10 月 25 号下午，在汕尾市教育局召开“北京师范大

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项目落地会，汕尾市

教师发展中心主任陈利群主持会议，北京师范大学未

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学科教育实验室常务主任李晓

庆带队，刘微娜老师、邵银娟博士、任静老师、刘鑫

玉老师、方潇老师随行；汕尾市教育局张志和局长，

城区教育局局长陈小凯，海丰县教育局局长马学仲，

陆丰市教育局局长曾少疑，陆河县教育局局长邱学平，

红海湾教育局局长蔡美妹，华侨管理区教育局局长林

木真以及 33 所实验校校长和项目小组负责人约 50 人

出席项目落地会。

会上，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李晓庆主任就此次

入校调研的情况，针对项目推进计划和工作部署给出

了建议；北师大汕尾项目执行负责人刘微娜老师对智

慧学伴平台上的行政管理层和学校管理员两种角色进

行了操作培训，促进对区县教育的全面管理，对学校

教育的精准教学管理。之后，北师大高精尖邵银娟博

士对 1000 名骨干教师信息化素养及学科能力测试结

果进行了专业的数据分析并做出报告，传达了学科专

家对各科目的建议。随后，33 所实验校校长代表，陆

河县河城第二中学徐帝坚校长对项目落地如何推动进

行发言。最后，汕尾市教育局张志和局长对项目引进

的过程和背景进行了介绍，强调了该项目引入的过程

艰难和重大意义，并对项目落地具体工作做出具体要

求和安排。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项目落地会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项目落地会现场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与汕尾领导正式启动项目 北京师范大学专家与汕尾市、区县领导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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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实验校平台应用指导会顺利进行

2019 年 10 月 23 日至 30 日，项目指导工作小组圆满完成了对汕尾各区县 33 所实验校第一次“四全”定

向指导工作，并开展平台应用指导会。各方面均高度重视，项目指导工作小组由北京师范大学项目组李晓庆主

任和刘微娜主管等 7 人，汕尾市、区教育局吕伟枝副主任、许家塔教研员、练世尊老师等 7 人共同构成，兵分

三路，历时 6 个工作日，深入汕尾城区、陆河县、海丰县、陆丰市 33 所实验校开展了平台培训会议，除针对

智慧学伴平台功能及操作外，也为一线教师培训了智慧学伴融合学校教学及管理的方法。同时对各实验校的信

息化建设、项目启动落实情况、一线师生账号登网等情况进行了深入访谈，并通过日常教学课了解学校信息化

应用水平。

北京师范大学刘微娜主管、任静老师、汕尾教育局吕伟枝副主
任与汕尾市实验中学领导进行深入座谈

北京师范大学刘微娜主管对陆河县河城中学教师进行智慧学伴
平台培训

北京师范大学方潇老师对陆丰市碣北中学教师进行智慧学伴平
台培训

北京师范大学邵银娟博士、汕尾教育局吕伟枝副主任与陆丰市
东海中学领导进行深入座谈

北京师范大学邵搏宇老师对陆丰市南塘中学教师进行智慧学伴
平台培训

北京师范大学刘鑫玉老师对华中师范大学海丰附属学校教师进
行智慧学伴平台培训

02



02 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专家指导

2019 年 8 月，北京师范大学九学科专家团队根据学科教学能力和信息化教学能力，命制了初中骨干教师信

息化素养与学科教学能力测试试题。2019 年 10 月 13 日下午，在汕尾市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汕尾学校第二、

三、四讲学厅及尚智堂二层礼堂，开展了 1000 名初中骨干教师信息化素养与学科教学能力测试。此次测试分

为九学科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测试和九学科教师学科教学能力测试。九大学科专家们也都进入各分会场对于有

疑问老师进行解答。汕尾市九学科教研团成员负责该次各学科教师测试和准备工作。

为了有效落实“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项目，深入了解汕尾基础教育学生学情，掌握

项目开展的教学基础。2019 年 7 月，北京师范大学九学科专家团队根据前期调研情况，精准化命制符合汕尾

学情的前测试卷样题。2019 年 9 月，北京师范大学化学首席专家王磊教授，语文首席专家王彤彦老师，数学

首席专家綦春霞教授，英语首席专家陈则航教授，地理首席专家王民教授，物理首席专家罗莹教授，历史首席

专家郑林教授，生物首席专家王健教授，道德与法治首席专家李晓东副教授与汕尾市化学教研员温庆伟，语文

教研员许家塔，数学教研员李炯峰，英语教研员潘振华，地理教研员赖启凤，物理教研员吕伟枝，历史教研员

孙伟卿，生物教研员陈文静，道德与法治教研员曹书华，通过网络方式共同研磨命制九学科学生前测试卷试题，

最终确定了考查学科核心素养和关键能力，坚持以学生为本，体现能力和素养，准确反映学生学习的前测试卷

终稿。

为了促进学生发展评价的观念，检查巩固阶段性教学成果，激励学生不断改进学习，提升知识能力水平，

根据教育内容和目标，遵循学科特点与学生心理发展规律，对应学生的学科知识、关键能力和核心素养，全面

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在 2019 年 11 月 6 日至 7 日，在汕尾市教育局以及各区县教育局共同组织下，全市统一

开展了 7 场考试，分别考察了语文、数学、英语、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和生物学科，其中汕尾市近 4 万学

生参加此次考试，并于 2019 年 11 月 7 日至 14 日，各区县陆续开展并完成前测试卷的批阅工作。

学科能力测评活动顺利开展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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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2019 年 11 月 4 日，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市基础教育质量提升项目——汕尾市初中数学教师第二期培训

活动在汕尾新城中学举行。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数学学科指导专家、学科助理，汕尾市初中数学教研团队以及

来自汕尾市各县市区的初中数学学科骨干教师近 100 人共同参与了此次说课活动，綦春霞教授和曹辰博士两位

指导专家全程参与。本次活动由汕尾市李烔峰教研员主持，共六位教师进行说课。在场所有教师认真倾听各位

教师说课，仔细做笔记、拍照片、录视频。在每一位说课教师说完课后，听课老师们踊跃发言，积极发表自己

的看法。专家组綦春霞教授和曹辰博士对每位教师的说课进行了点评。每一位参会老师通过深度参与、积极发

言并聆听专家们现场的指导点评，纷纷表示深受启发、受益匪浅。

数学学科精准教学改进活动顺利进行

 骨干教师集体听评课

数学骨干教师发言 1

 綦春霞教授点评

数学骨干教师发言 2

曹辰博士点评

 数学骨干教师说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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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11 月 5 日，数学学科指导专家、学科助理，汕尾市初中数学教研团队以及来自汕尾市各县市区的初中数学

学科骨干教师近 100 人共同参与了教学教材分析研讨。指导本次活动的专家是綦春霞教授和曹辰博士。报告主

题主要是关于整式单元的教学单元分析和折纸实践活动的讲解。在报告的过程中对于图形和多项式相乘之间的

转换，引导教师设计一个短的教学设计。对于每一个问题各位教师都积极思考，踊跃回答，并利用休息时间和

专家们继续讨论。

11 月 5 日下午曹辰博士的演讲主题是折纸中的数学问题。参会教师每 4-5 个人为一组，分别完成折出直角、

折出 30 或 60 度角、折出一条线段的中点和三等分点和折出一个等边三角形的折纸任务。教师们热烈参加小组

讨论并展示自己所折叠的作品。各位教师积极思考，踊跃展示，现场气氛十分活跃。活动结束后参会教师与指

导专家组合影留念。

为更深入了解汕尾教育情况，更好得帮助教师开展教学活动，11 月 6 日上午綦教授和曹博士走入一线课堂，

深入了解教学情况。指导专家认真聆听了教师的现场授课，主题是利用频率估计概率。课后，綦春霞教授和曹

辰博士对教师的课进行了点评和交流，并对学生进行了访谈。

曹辰博士主题报告《整式的单元教学分析》

11 月 5 日下午曹辰博士主题报告《折纸
中的数学问题》

数学骨干教师折纸数学问题展示 2

骨干教师研讨

数学骨干教师积极参与报告互动

《利用频率估计概率》一线课

数学骨干教师折纸数学问题展示 1

课后点评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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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2019 年 11 月 22 日上午，北师大汕尾项目团队的王舒起老师、王彤彦老师参与”2+4”骨干教师说课评课

的活动，首先是六位骨干教师进行说课，现场气氛热烈，其他观众非常认真倾听骨干教师的精彩说课。说课结

束后王舒起老师、王彤彦老师分别对六位老师的说课进行了点评，并提出了教学改进意见，两位专家老师的点

评深入浅出，结合丰富的课例和教学实际以及不同类型的教材，为各位老师的语文教学提出了非常宝贵而具有

实际操作意义的意见和建议。下午，王舒起老师、王彤彦老师与汕尾市教研员就语文学科期末试题进行研讨，

双方就广东省中考试题类型、试卷难易程度、试卷范围等具体而详实的问题进行了沟通。

语文学科精准教学改进活动顺利进行

语文首席王彤彦老师指导现场

 骨干教师现场说课

 语文教研活动之命题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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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 8 日，北京师范大学英语学科团队前往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汕尾学校开展第二次英语学科

教研活动。参与本次教研活动的有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钱小芳老师、北京市丰台区教研员付

绘老师、团队助理葛晓培、孙引，汕尾市、区县教研员、各区县“京汕杯”英语骨干教师。

上午 9 点，活动正式开始。汕尾市教研员潘振华老师主持会议，基于前期专家指导，陆丰市东海中学莫芝

嘉老师、华南师大附中汕尾学校林惠敏老师进行公开课，海丰县可塘镇鸿志学校陈宇欣老师、陆丰市碣石中学

许瑞莲老师、汕尾城区田家炳中学余晓君老师依次进行再说课。钱小芳副教授和付绘老师在每位老师公开课或

再说课后进行点评，给老师们提出继续优化的建议。最后，钱小芳副教授依次就三个单元的教研主题做了学生

实践活动介绍，给老师们提出可行的活动建议。下午 2 点，第二批次教师初次说课活动正式开始。戴贵森老师、

陈秀红老师就七年级上学期第八单元 When is your birthday? 做阅读课说课，杨格老师、陈丽晴老师、陈瑞燕

老师就九年级第九单元 I like music that I can dance to 为内容进行说课，翁建敏老师就八年级上册第八单元

Can you come to my party? 进行说课。每个年级教师说课后，钱小芳副教授和付绘老师依次进行点评，为老师

们第二次授课和公开课提出改进建议。最后，钱小芳老师从文本分析、学情分析、活动设计、评价四个方面进

行总结，并依次就三个单元的教研主题做了学生实践活动介绍，给老师们提出可行的活动建议。

英语学科精准教学改进活动顺利进行

汕尾市教研员与专家沟通研讨 英语公开课教师授课

 指导部分人员合影  专家及英语骨干教师听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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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 15 日，罗莹教授携北京市丰台区李凯波教研员亲临汕尾市城区汕尾中学助力汕尾教学改进

活动，同时参与本次活动的有汕尾市物理学科孙海正教研员、练世尊教研员、陈坤教研员、李绪法教研员、北

师大物理学科助理韦玉逢和汕尾市初中物理学科全体骨干教师。

首先参与第一批培训的骨干教师中的谷俊杰老师和宋爽老师分别就第十四章探究欧姆定律下的《14.3 欧姆

定律的应用》和《14.1 怎样认识电阻》进行了公开授课。罗莹教授和李凯波教研员依据两位老师的授课情况，

分别给出了相应的教学建议：罗莹教授指出老师们需要充分利用学生的前测结果，对学情进行精准地分析，从

而制定出最合适的一份教学设计；李凯波教研员从细节方面指出在探究型的物理课中，老师们要多注重学生“提

出问题”的过程，注意调动学生的思维，避免直接给出问题或限制学生的思考空间。其次，参与第一批培训的

骨干教师中的余曲静老师和韦文敏老师分别展示了《制作小台灯比赛》和《探究串、并联电路中的电压》的学

生实践活动设计方案。罗莹教授一一进行点评并给出相应的修改建议。

最后，参与第二批培训的 6 位骨干教师分别就第十五章电能与电功率下的其中一节内容进行说课，罗莹教

授和和李凯波教研员分节进行点评。罗伟泽老师选择了《15.1 电能与电功》；孙伟坚、黄俊辉、陈展鹏 3 位老

师选择了《15.2 认识电功率》；肖晓生、施冬妮两位老师选择《15.3 怎样使用电器正常工作》。罗莹教授依次

指出老师们在帮助学生构建电功、电能的概念时，要采取多样的更多的方式而非局限于某一特定的方式；实验

教学环节的设计应更贴近具体的实验，尽量避免使用“套路化”的实验设计；在测量用电器的电功率时，注意

关注并妥善处理学生可能提出的实际测出的电功率与额定功率存在差异的问题。李凯波教研员从细节方面指出

老师们在帮助学生构建电能的概念时，最好从做功的角度切入；对于电功率这个知识点，老师们需要更多地关

注学生们的想法，以学生的想法为切入点去帮助学生正确理解电功率的概念；在引入电器正常工作的内容时，

老师们可以做一些有趣的对比小实验来吸引学生，并且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电器正常工作的条件。

通过本次教学指导，汕尾的教师们对基于数据进行学情分析、并依据学情分析设计更合适的教学设计有了

更深入地认识，孙海正教研员表示希望教师们能够在培训中积极汲取专家老师们的指导意见，不断提升自己的

教学水平。

物理学科精准教学改进活动顺利进行

专家及骨干教师集体听课 物理骨干教师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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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 1 日，北京师范大学化学专家团队指导专家尹博远老师、支瑶老师和张晔老师以及汕尾市教

研员温庆伟老师及化学教研员团队，在汕尾市初级中学开展为期一天半的第二期骨干教师培训活动。上午首先

由 2 位老师就针对“二氧化碳”这一章节进行了现场课的展示，尹博远老师通过聆听给出专业性指导意见。下

午 4 位老师就针对“二氧化碳”这一章节先进行 8min 说课，支瑶老师和张晔老师通过 4 位老师的说课情况从

专业角度做出了评价和指导。然后由支瑶老师与参加这次汕尾项目初中化学教研团队 10 人和参加这次专家线

下指导活动的教师 87 人共 97 人共同研讨了指标体系。2019 年 11 月 2 日上午，化学专家团队就针对汕尾初中

化学命题做出了指导。

化学学科精准教学改进活动顺利进行

现场课展示 支瑶老师和温庆伟老师与教师共同研讨了指标体系

尹博远老师现场课指导 汕尾化学教研员团队和老师认真聆听期末命题工作坊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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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 29 日，在汕尾市实验初级中学多媒体教室举行了为期一天的初中生物科第二期骨干教师培

训活动。活动由市教师发展中心生物教研员陈文静主持，福建省教研员张锋、北京海淀区教研员杭跃男作为项

目生物学科指导专家全程指导，汕尾市初中生物教研团队人员 9 人及汕尾市初中生物科骨干教师 59 人参与本

次活动。上午杨瑶燕和李文勇 2 位教师进行了《藻类，苔藓和蕨类植物》的同课异构公开课展示，下午李素娥、

程菲菲、何细妹、李恩恩老师进行了“植物类群”主题说课，陈雅莎、赖春妮、龚春渝、蔡悦程、蔡天娜、黄

晓玲老师进行了“光合作用”主题说课。

11 月 16 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专家指导团队在在广东省汕尾市实验初级中学展开本月的线下教

学改进指导活动。参加本次活动的专家有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侯桂红老师、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

校教研员刘汝明老师、历史学科助理孙瑞，以及汕尾方的教研员孙伟卿老师和 100 多名汕尾市一线教师。

生物学科精准教学改进活动顺利进行

历史学科精准教学改进活动顺利进行

张锋教授正在对公开课进行点评指导

 历史专家听评课

杭跃男老师正在对说课进行点评指导

本次活动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七年级的两位老师试讲和专家指导。吴惠君老师的《夏商周的更替》和

李相楠老师的《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化》都根据备课时专家提出的意见进行了修改，本次试讲得到专家的好评。

两位专家在对两位老师的试讲内容进行精心点评的同时，也就当前历史课程标准和中考趋势进行了分析和指导，

对教师的进一步提升有很大帮助。活动的第二部分为八年级六位教师的备课。六位老师备课的内容为《从九一八

事变到西安事变》《七七事变与全民族抗战》《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敌后战场的对抗》。每位老师都就自己

的内容在备课前进行了精心地准备，集体备课环节进行顺利。两位专家也提前对老师们的教学设计有了充分地

查阅，在指导中针对具体问题提出了详细的指导意见。本次活动在北师大专家和汕尾市教研员孙伟卿以及大量

一线教师的积极筹备下顺利开展，在很好地衔接上次工作的基础上，为后期工作的顺利开展做了良好准备！



15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历史骨干教师说课

历史学科评课

2019 年 11 月 11 日，“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项目初中地理学科第二次现场指导在

汕尾市城区逸夫中学召开。共有 87 人参与本次现场指导，其中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科团队指导专家、学

科助理、汕尾初中地理教研团队以及汕尾初中地理骨干教师。本次现场指导邀请深圳市南山区教研员高青，北

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高翠微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科团队指导专家参与本次的指导活动。

本次活动分为上下两个半场。上半场曾雪辉老师进行七年级“等高线与地形图的判读”现场公开课。公开

课现场，曾雪辉老师让学生们动手制作山体模型，积极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生们都非常投入。紧接着，

尹兰兰老师进行八年级“自然资源概况”现场公开课。公开课现场，尹兰兰老师通过视频、角色扮演、辩论赛

等多种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兴趣，在学生充分融入课堂中的同时，也锻炼了学生的演讲能力。在两节现场公

开课结束后，深圳市南山区教研员高青老师和北京师范大学高翠微老师分别对两堂课进行了简单的点评和指导。

两位指导专家对两位公开课教师的教学理念、教学思想、教学活动设计给予肯定的同时，也对教学中的细节进

行了指导。指导分别从课标要求、教材解读、学情分析、教学过程等方面入手，强调教师设计教学内容时要充

分结合课程标准、学情，不做过多的扩展。此外，在教学过程中要明确给学生的指令，让学生带着目的去思考、

动手，才能更好的理解知识。

地理学科精准教学改进活动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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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高线与地形图的判读”公开课现场

“自然资源概况”公开课现场

下半场分成两个分会场同时进行，高翠微老师带领老师们进行七年级的公开课说课和备课说课，高青老师带

领老师们进行八年级的公开课说课和备课说课。说课结束后，高青老师和高翠微老师与在场的教师将上半场和下

半场的公开课结合进行指导讨论，教师们积极请教指导专家有关教学上的疑惑，现场讨论氛围浓厚。在此环节中，

高青老师带领八年级的教师们对“自然资源概况”一课进行再备课，充分调动教师们的思维，引领教师们分享思路、

提供建议。紧接着，两个会场的备课说课教师进行说课。在没有投影的情况下，教师们自发将 PPT 材料发至学

科教研群中，供指导专家和骨干教师们查看。说课结束后，指导专家进行从课标、学情、教学目标、教学方法、

等进行了指导。特别强调教师不能全凭教材设计教学，要充分研读课标，从课标出发来合理地选取教学内容；

教师要针对自己所教授地学生分析学情，而非使用他人总结出的学情；教师要理解教学方法的内涵，正确地使

用教学方法等等。通过两位指导专家的指导，备课教师以及其他骨干教师们收获颇丰，教师们充分意识到课标

的重要性。高翠微老师带领七年级的教师们对 3 位备课说课教师的说课内容进行复盘分析，将教师们分为 4 组

进行讨论。由教师们提意见、建议和疑问，高翠微老师再进行有针对性地指导。教师们积极参与讨论，并在小

组汇报时与备课教师进行沟通交流，进一步了解备课教师在说课时未提及的教学想法。指导结束后，骨干教师

们仍积极向指导专家请教，教师们也表示虽然一天时间非常紧张，但收获颇丰。 

公开课说课教师说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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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青老师指导   高翠微老师指导

 七年级讨论现场

会后教师与指导专家讨论交流 八年级讨论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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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 13 日，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李晓东老师；北京市房山区教师进修学校中学

政治学科教研员闫丽红老师；汕尾市教师发展中心、道法教研员曹书华老师；彭伟平等多位道法教研团队成员；

道法学科助理李楠、林滨娟共同参与了道法学科的第一次教学指导。

在集体备课环节，詹德松、龚翠容、戴文映、曾泽慧、郑瑞萍、邱少国等 6 位老师进行了说课展示。说课

内容涉及七八九三个年级，有《情绪的管理》、《关爱他人》、《自由平等的追求》、《我们的梦想》等，六

位选手对自己的教学设计思路进行阐述。评委闫丽红老师从指导思想与理论依据、教学背景、核心素养、教学

过程、教学特色与反思等方面对选手们的表现进行点评，并勉励选手们加强对科研理论的学习。李晓东老师在

闫老师的点评基础之上对选手们的存在的问题加以补充，后续教师们还在微信群中对自己的教学设计思路发表

了感言，加强了交流。

2019 年 10 月起，九学科专家团队通过线上和线下交流方式，通过面向全体骨干教师的知识图谱和学科能

力指标体系讲解培训，结合“2020 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试卷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要求，组织市区县各级教研员、

学科骨干教师共同组织了本次期末命题工作坊。参与本次命题的有北京师范大学化学首席专家王磊教授，语文

首席专家王彤彦老师，数学首席专家綦春霞教授，英语首席专家陈则航教授，地理首席专家王民教授，物理首

席专家罗莹教授，历史首席专家郑林教授，生物首席专家王健教授，道德与法治首席专家李晓东副教授与汕尾

市化学教研员温庆伟，语文教研员许家塔，数学教研员李炯峰，英语教研员潘振华，地理教研员赖启凤，物理

教研员孙海正，历史教研员孙伟卿，生物教研员陈文静和道德与法治教研员曹书华，各区县学科教研员，一线

教师骨干教师代表。

经过多次的命题培训和前期的命题蓝图规划，根据汕尾学情，各学科命题工作坊拟定了期末试题初稿，通

过多次线上线下的共同试题研磨，试卷于 12 月 5 日初步定稿。预计 12 月 7 日、8 日组织测试。

道法学科精准教学改进活动顺利进行

期末命题指导活动顺利进行

 道法学科骨干教师集体听评课 李晓东教授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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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实验校专题

本次指导工作中看到，城区 6 所学校整体信息化情

况相对其他区县较好。城区 6 所学校全部成立了项目

小组，大多数学校项目小组已经开始初步实施。学校教

师管理制度和城区教师管理机制需要相互配合和更新优

化，以有效促进和激励教师在项目中改进课堂质量。多

数学校能够开展年级或者学科教师教研活动，但缺乏系

统性和研究性，教师教研需要密切关注北师大九学科专

家现场指导活动，并形成自己学校积极教师群体，营造

校内良好的学科教研氛围。在项目组与各校管理组的深

入交流后，各校管理组和教师对项目进一步落实和开展

也有了更大信心，同时也存在有一定困难，如部分教师

教学教研动力不足、学校信息化设备难以覆盖全体学生

等，仍需在项目推进中逐步解决。

访谈调研——城区

北京师范大学刘微娜主管、任静老师、汕尾教育局吕伟枝副主
任与汕尾市实验中学领导进行深入座谈

北京师范大学邵搏宇、刘鑫玉老师、市教师发展中心人事科练
世尊老师、城区教师发展中心刘晓冰教研员与汕尾中学领导进

行深入座谈

 北京师范大学邵银娟博士、方潇老师对汕尾凤山中学教师开
展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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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2019 年 10 月 30-31 日，“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项目组刘微娜主管、邵银娟博士、

任静老师、邵搏宇老师、刘鑫玉老师、方潇老师等一行六人前往陆丰市 12 所实验校考察调研，并开展第一次“四

全”定向指导工作；汕尾市教育局吕伟枝副主任、许家塔教研员、练世尊老师同行。陆丰市教育局局长曾少疑、

副局长邓郁等教育局领导及 12 所实验校校领导热情接待了项目组一行，同时表达了对该项目的全力支持和殷

切期望，表示将积极努力、齐心协力一起推进项目落地落实，推动陆丰市基础教育质量的稳步提升。

此次入校活动主要深入调研陆丰市各重点实验校信息化建设、项目落实情况以及智慧学伴使用情况。陆丰

市各重点实验校校领导高度重视、主动落实具体工作，一些实验校已成立项目专项小组，开始规划项目方案；

教师们认真聆听、悉心学习“四全”内容并积极探讨交流。

2019 年 10 月 29 日，“北京师范大学项目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项目推进指导工作组圆满完成了

对汕尾市海丰县 11 所实验校的第一次调研。项目指导小组由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学科教育

实验室李晓庆主任，汕尾项目执行负责人刘微娜主管、各区域执行负责人邵银娟博士、任静老师、邵搏宇老师、

方潇老师、刘鑫玉老师组成。本次入校指导活动还邀请到了汕尾市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吕伟枝、副主任叶海滨、

市教研员许家塔、市教育局人事科练世尊等。另外，本次指导工作也得到了海丰县教育局的大力支持，教研室

陈源德主任、谢纪样副主任和海丰县的部分教研员也参与到了本次入校。

访谈调研——陆丰

访谈调研——海丰

 “四全”引领下的教与学操作培训

华中师范大学海丰附属学校指导后合影  可塘中学指导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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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德成中英文学校培训座谈及培训指导 澎湃中学座谈及培训指导

方潇老师在河口中学培训

 刘微娜老师在河城中学培训 项目指导小组与河城第二中学校领导合影留念

本次调研，走访了陆河县河城中学、河城中学、

新田中学、河口中学 4 所实验校，校长都能积极落实

项目工作，成立学校项目管理组，组织“京汕杯”青

年教师和校骨干教师熟悉项目并制定相关项目教学教

研计划，并尽力在现有学校信息化设备基础上保障师

生所需。四校均已将账号下发于本校老师，其中河成

第二中学、新田中学均针对项目落地开展全校教师座

谈会并明确分工，“重点实验校”牌匾并成立了项目

小组。其中新田中学打算召开家长会调研，开启家长

手机安装，学生使用模式。在学校信息化方面，校长

反映均有机房，但学生使用率较低。在智慧学伴平台

应用方面，新田中学最为突出，从项目实施至 11 月底，

已有 1144 作答人次，教师批阅次数达到 733。

本次入校主要对海丰县 11 所实验校的信息化建设、项目启动落实情况、学校师资基本情况等方面进行了

深入访谈，对实验校校长申请实验校的项目期望和项目推进难点等进行了了解和记录。通过本次调研发现，海

丰县各实验校均能高度重视该项目，各校基本上都组建了以校长或副校长牵头的学校项目管理组，开过对应的

项目推进工作会，教师和学生账号基本完成前期校对和发放，一些学校的班级和教师已经着手将智慧学伴应用

于教学实际。海丰县各实验校整体的信息化建设和班班通等情况较好，县教育局在暑假期间已经着手开展了各

校项目推进的信息化建设需求统计，关于设备的进一步补充工作正有条不紊地推进中。

访谈调研——陆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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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田家炳中学日常数学课

在城区 6 所学校的听课中可以发现，在日常教学

中，在教学设备方面基本可以满足课堂需要，教师备

课也较为充分，大部分学生能够跟随教师的讲解学习

知识。教师大多采用提问讲授法和演示总结法来突破

课堂重难点，这表现出以教师为主导的课堂特色。但

是学生在能力和素养方面的训练仍不充分，这会导致

学生只能在浅层次知识上简单记忆而难以取得更高成

绩，建议教师逐步尝试以学生为中心的各类教学策略。

入校听课——城区

2019 年 10 月 30-31 日，“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项目组在陆丰市 12 所实验校考察

调研时，认真旁听实验校教师授课，课程涵盖语文、英语、物理、数学、地理、道法等学科。项目组通过听课

了解学校信息技术与课程融合的实际应用水平，并在课后进行评课，与上课老师进行了深度交流。

2019 年 10 月 29 日，“北京师范大学项目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项目推进指导工作组对汕尾市海

丰县 11 所实验校的进校听评课活动，并进行了第一次“四全”定向指导工作。参与本次听评课的有北师大助

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项目执行负责人刘微娜主管、各区域执行负责人邵银娟博士、任静老师、邵搏宇老师、

方潇老师、刘鑫玉老师。本次入校指导活动还邀请到了汕尾市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吕伟枝、副主任叶海滨、市

教研员许家塔、市教育局人事科练世尊等。通过对海丰县各实验校进行的推门课形式的听课活动，更真实地了

解海丰县的一线教学，针对性的发现了本地教学的可改进方面，方便了后期进行精准化的改进指导。该次入校

还对授课教师进行了简要的评课和 “四全引领下的教师教与学培训”，使教师们对 “四全”指导下的智慧学

伴平台融入学校教学教研的技术和方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项目的进一步落实和开展也有了更大信心。 

入校听课——陆丰

入校听课——海丰

陆丰市实验校推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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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海丰中学语文专题公开课 海丰实验中学课后评课指导

 附城中学培训后交流 梅陇中学教师制作平台使用指南

河城第二中学日常地理课

通过在陆河 4 所学校听评公

开课，可以看到一线教师能够

积极备课并在课堂中认真讲授，

学生学习状态较好，教学设施

条件较为一般，有的课堂内还

没有连通网络。同时发现教师

对于学情分析不够重视，教学

策略比较单一，过于侧重基础知

识的识记，教师应加强日常教研

提高自身素养，改进课堂模式。

入校听课——陆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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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为切实有效落实项目，每月 25 日实验校提交项目反馈表作为帮助实验校解决问题，落实推进项目的抓手。

反馈主要包含各实验校信息化建设、推进项目的具体做法、平台使用情况及遇到的困难及建议。大部分实验校

均能积极完成，按时提交，积极反馈问题，并认真落实推进了项目。

各实验校项目反馈表提交时间一览表

《实验校项目反馈表》提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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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通过对各实验校提交的反馈表进行的总结提炼，具体反馈内容如下。

1. 目前推进过程中较为突出的几方面问题为：

（1）信息化设备配备、网络进班或进班的网络传输速度等仍存在问题，对于教学中应用存在一定阻碍；

（2）部分教师的信息化教学意识不足，对于设备和平台的使用仍不熟悉；

（3）手机禁止入校园对学生在线学习造成一定的障碍；

（4）对于平台内容的丰富、本地化应用和教学组织方式仍有待探索。

2. 针对以上问题，一些实验校积极探索解决方式，取得了一定成果：

（1）河城第二中学：加强宣传引导，提高家长、师生的认识，保证师生百分之百登录；要求班、科任都创

建家长微信群，保证监督、实施到位。指导师生逐步熟悉并使用学习平台，进一步组织学生在线学习；

（2）德成中英文学校：每周定期以各个单元的核心概念微测试对各科概念的学习进程进行持续诊断；对学

生在某概念的学科能力进行精准推荐。从能力培养、教学实施、智慧学伴的使用等方面提出教学建议及未来研

究展望；教师每周布置作业，学生利用周末回家手机 APP 和信息课两种完成作业，教师做到都有批改；

（3）华中师大海丰附属：学校制定实验项目管理制度，将各教研组、年级组的实验情况纳入先进教研组和

年级组的评选条件；教研活动探讨经验和教训；利用智慧学伴资源，开展培优辅潜和分层教学的工作，推动个

性化培养进程；利用家长学校、家长会、家长微信群交流的方式，宣传智慧学伴的积极作用。宣布了实验管理

的规章制度，培训了学生微测作答、家长微信绑定等方法；11 月 14 日，前测质量分析会，教科处出具分析报告；

11 月 15 日召开家长会，推行家校合作，联动实验的方案；

（4）海城三中：制定实验学校管理措施、逐步开展项目相关的学科教研方向，逐步启动家校联动；

（5）逸夫中学：召开九个学科科组长和参加“京汕杯”骨干教师教研会议，落实每周备课组集体教研，优

化智慧教室培训使用效果，借助微信群、家长会等平台加强家校联动，要求家长协助子女下载“智慧学伴”，

督促完成微测任务。开展片区教研；

（6）南塘中学：在硬件配备不完善的情况下，学校项目组于 11 月 11 日召开全校教职工会议下达各科任

通知有条件的学生自行学习“智慧学伴”平台的学习资源等。校会议室计划开设一间平板教室，于本月底完成

建设。



04 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四全”落实

1．汕尾市各区县微测使用榜

2．汕尾全市学校微测使用情况排名（标黄为实验校）

一 . 微测使用

11209 2538 844 2013 79 1711

24555 6483 3195 16707 232 12946

5593 740 463 1783 60 1150

29279 8258 2799 8158 241 5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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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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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3. 汕尾市 11 月九学科微测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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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1．汕尾全市各区县资源观看情况

2．学校排名（标黄为实验校）

二 . 资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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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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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32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三 .11 月推荐微测和资源使用情况

1．语文

2．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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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3．英语

4．物理

5．化学

6．道法

7．历史

8．地理

9．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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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1. 教师微测教学“活力之星”

四 . 教师月度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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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2. 教师微资源“活力之星”

1 234 96

2 123 80

3 42 8

4 39 8

5 118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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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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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1. 学生微测“学习之星”（前 100 名）

五 . 学生月度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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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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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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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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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2. 学生微资源“学习之星”（前 10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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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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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官方微信

中心网址：http://aic-fe.bnu.edu.cn

智慧学伴平台网址：http://slp.bnu.edu.cn/ 

电话 :  010-5880 6750

邮箱：gaojingjian@bnu.edu.cn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北沙河西三路北京师范大学昌平校园 G 区 3 号楼 4-5 层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