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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全市及各区县项目阶段总结
陆续召开，蓄力教育质量提升

2020 年 9 月 25 日，“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项目阶段总结会暨 2020 年中考分析会

在华中师大海丰附属学校召开。会议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典型示范校、优秀教研员及教研团队等进行表彰，总

结项目前期经验，开展 2020 年中考分析，部署推进新学期工作。北京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陈光巨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执行主任余胜泉教授携北师大专家团队出席会议，市教育局局长李绪出

席会议并致辞。市、县（市、区）教育局、教师发展中心有关负责同志、教研员及获奖教师代表等 400 余人参

加现场会议，各县（市、区）教育局初中学校教师通过网络观看现场直播。

全市总结会暨 2020 年中考分析会成功召开

3

 全市总结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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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项目 2019 年 10 月启动实施以来获得了阶段性成果：选拔了 1079 名种子教师重点培养，组织了 84 次学

科教研活动、340 次学科微培训、132 份校本课题申报，全面提升教师专业成长；打磨了 253 节本土示范课例，

形成汕尾本土示范资源库；推荐了 1499 个配套资源，促进汕尾师生在线学习的发生；推动了 578.741 万次学

习数据的产生，带动学生核心素养能力提升；开展了 121 次学生实践活动，激发学习兴趣、培养学科能力、提

升学生综合实践活动能力；推动区域教育质量体制、机制落实，探索出了助推区域教育质量提升和教育公平可

行方案。

总的来说，项目充分发挥了北师大专家团队教育资源优势、人才队伍优势和体制机制优势，找准汕尾基础

教育的核心问题，采用线上“智慧学伴”支撑、线下专家培训指导等方式，把前沿的教学理念、模式、方法和

技术导入汕尾市教育教学工作之中。入选项目的首批实验学校、各级教研员、骨干教师切实发挥改革先锋作用，

深化课堂教学改革，规范落实课堂教学常规，深入开展教师教学基本功比武，举行观摩研讨课、教学分析会、

优质课评比等教学研究活动，有效促进了跨区域教学交流和区域内教学互动，营造了日益浓厚的教育教学氛围，

加快推动了全市教育教学改革进程，促使基础教育焕发生机和活力，成为全市教育发展的重要推力。

会上，汕尾市教育局局长李绪强调实施项目对汕尾教育的重要意义。要求各地各学校深入贯彻落实全市教

育大会精神，高度重视教育质量提升工作，持续把补强基础教育质量这一弱项作为重点工作加以推进。要加大

对项目的服务和支持力度，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加强指导、强化督查，切实保障项目的顺利推进和有效实施。

各级学校和老师、特别是实验学校和种子教师，要珍惜难得的学习发展和专业提升的机会，紧跟专家的引领，

勇当教学改革先锋，积极尝试教学新方法、新思路，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为本地本校教育发展作出应有的

贡献。同时，希望北师大专家继续潜心研究汕尾教育现状，把脉问诊，对症下药，靶向整改，力求实效，将区

域教育质量提升的丰富经验因地制宜导入汕尾教育工作，帮助汕尾找到激活教育质量提升的方法和路子，加快

改变汕尾基础教育质量落后的现状。

　 汕尾市教育局局长李绪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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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北京师范大学校务副主任陈光巨教授致辞

中心学科教育实验室常务主任李晓庆作报告

中心余胜泉教授致辞

随后，北京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陈光巨教授对项目实施提出新的寄望。“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要实现项目对汕尾市基础教育质量的全面攀升，校长、教师任重道远。这一目标实现，要着力项目“四全”（单

元全测、测验全批、报告全看、微课全学）在内的理念、机制和做法与汕尾全体教育工作者无缝的融合，建立

一套促进汕尾市基础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的配套政策和体制机制。他期望，在下年度项目中，教师教育水平的提

高全面落实到学生切切实实的成长中，以典型辐射全局，实现汕尾教育教研水平的全面进步，深化项目给学生

成长、教育教学和学校发展带来的变化。

中心执行主任余胜泉教授明确下一阶段项目努力方向。他指出，项目助推汕尾基础教育的发展，需要汕尾

市与北师大紧密配合，需要在以下方面着力：第一，要改善汕尾市教育系统体系结构，完善教学教研体制机制；

第二，要扎扎实实落实好学校“四全”工作；第三，要加强骨干教师的培养和考核力度，发挥骨干教师的示范

引领作用，提升各级各科教师的专业发展；第四，创新评选机制，骨干教师、实验校的评选采用动态机制。教

师的评选，要把关好教学服务的基本关口。骨干教师要将先进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模式扎实地落实到

常规的教学中，落到学生的学习服务上，教学才能得到提升。

会上，中心学科教育实验室常务主任李晓庆作了

项目年度总结报告。李主任从项目背景及整体规划、

项目进展情况及成效、项目推进关键点及建议等三方

面进行总结。她指出“四全”工作落实之最，期末成

绩进步明显；实验校平均进步情况高于非实验校，33

所实验校优秀率全部提升；涌现出一批“四全”典型

学校；参培教师教学效果显著提升；部分学科中考成

绩提升显著等都是项目最具获得感的成效。在项目推

进建议中，她强调，将更加聚焦“学科思维与应用实

践能力提升”，围绕“教研机制与课程系统性提升、

教研机构与教研力量补充、教研内容与形式创新、教

研方式和主题丰富、各级教研合作格局的形成”“五

措并举”的项目推进关键点，发挥三位一体连片教研、

校际辐射、骨干教师引领等有效措施，推进新学年项

目工作的开展。

项目实施一年以来，涌现出一批优秀典型，会议

上针对项目实施典型学校、优秀教研员及优秀教研团

队、小课题立项教师、优秀公开课教师、本土资源征

集优秀教师进行了表彰和颁奖。优秀代表教师发言中，

她们均分析了项目在本校落地生根的成效和经验，一

线教师与专家团队的常态互动、校际互动、教研协同

等，“评 - 学 - 教 - 研 - 管”一体化区域教育质量服

务让汕尾学校形成纵横联动，激发师生教学与学校活

力，强化数字媒介与数据应用素养，提升了教育教学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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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汕尾市教育局与北师大专家教授座谈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项目阶段总结会暨 2020 年中考分析会后，李绪局长邀请余

胜泉教授、李晓庆主任、刘微娜主管和张晔博士召开了座谈，各区县领导人出席此次座谈会。

会上，余胜泉教授就如何改善四区教育发展不均衡，各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问题、如何解决教育质量提升

突破口不一，多维度差异显著问题、如何进一步缩短城乡教育差异较大的问题、如何减少教师职业倦怠感问题、

如何盘活教师库存、优化教师增量问题、教师的专业成长和发展渠道如何进一步扩宽、如何关注留守儿童的心

理和学业成长发展、如何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教研机制、如何最大程度发挥信息化在薄弱地区教育的作用九个方

面，全市及区县领导进行研讨。

李绪局长在会上提出，要认清楚汕尾教育现状，指出要健全项目领导推进机制，推进市区县教研机制完善，

完善提升教师专业水平机制，制定中学教育质量提升机制，推进小学教育质量提升，规范考试中心考务管理。

全市及区县教育局局长座谈，深入研讨汕尾市教
育质量提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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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项

目阶段总结会暨 2020 年中考分析会于 9 月 25 日在

汕尾市华中师大海丰附属学校召开，下午，北京师范

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中心团队针对汕尾市各区县教研

员、学校管理员等进行了智慧学伴平台的操作使用培

训，培训分两场进行，分别针对学校管理员、教研员

两个角色进行了培训。北师大高精尖中心任静老师面

向汕尾市全体学校管理员角色进行了培训，培训内容

主要聚焦账号日常管理和“四全”应用数据统计两个

维度，并针对新生账号的如何下载、分发核对、修改

调整、上报反馈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北师大高精尖中

心方潇老师面向汕尾市各学科教研员进行了教研员角

色的功能及使用操作演示，培训内容聚焦如何进行在

线组织测评、查看诊断报告、以及如何查看和推荐资

源等进行了具体操作演示，培训现场得到了一线教师

的强烈反响，教师们纷纷踊跃提问。通过此次培训，

提高了各学校管理员处理师生账号的效率，带动了各

学校教研员深入钻研平台的热情和积极性，为新学期

汕尾市整体教学教研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保

障。

区县教研员、学校管理员培训，关键角色技术提
升保障项目扎实落地

培训现场教师纷纷提问

智慧学伴平台使用培训现场 



四区县阶段总结会圆满完成

2020 年 9 月 27 日上午召开了陆丰市项目总结会，出席会议的有北京师范大学汕尾项目组主管刘微娜老师，

海丰县项目负责人任静、陆丰项目负责人方潇、陆河项目负责人刘鑫玉以及城区项目负责人韩芳芳，汕尾市教

育局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吕伟枝、叶海滨，汕尾市物理教研员孙海正老师，陆丰市教育局局长曾少疑，教师发

展中心邓郁主任，及各区县项目负责人、教研员、学校校长、教师代表。

会上，汕尾项目负责人刘微娜总结了各区县在上学年的项目推进情况，北师大陆丰市项目负责人方潇介绍

了项目推进的下一步工作计划，并就关键问题同与会领导、教研员、校长等进行了深度分析研讨。

陆丰教师发展中心邓郁主任从陆丰市项目推进进展、项目推进不足两大方面，对陆丰整体项目情况进行概述。

区县教研员代表和学校代表结合实际工作推进情况与北师大老师进行交流研讨。最后，陆丰市教育局曾少疑局

长做会议总结发言，曾局长表示后续要加大对北师大项目重视力度，加强双方沟通对接，教研室总体负责项目

执行，同时教育局会加大经济投入，优先解决实验校软硬件设备问题，解决教师外出培训产生费用无法报销的

问题，同时加强学校之间的沟通，资源共享，先进理念共同学习，并指出陆丰市教育局将制定出可行性制度方

案，解决结构性问题，通过项目推荐与评优评先及每个月绩效衔接的方式，充分调动本地教师参与项目积极性，

要求制度有落实有监督。

陆丰市：加大重视力度、加强执行，大力推进项
目落地

8

陆丰市教育局曾少疑局长会议讲话  陆丰市教育局邓郁主任会议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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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北师大汕尾项目主管刘微娜会议讲话 

陆丰市区域负责人方潇会议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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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陆河县：“四全”为导向下，新学期区县阶段总结
会召开

汕尾市陆河县“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项目阶段总结会

2020 年 9 月 27 日下午，陆河县召开项目阶段总结会，会上，汕尾项目负责人刘微娜老师从专家在陆河县

重点培养 38 位教师，辐射 84 位教师、25 位教师积极参与小课题研究，从课堂实践走向实践研究、4 位教师

积极参与内容征集活动，3 位教师获奖、教师上线覆盖率 54.95%，学生上线覆盖率 44.78% 和陆河县全年智

慧学伴平台 70 多万使用量等方面总结了陆河县在上学年的项目推进情况。北师大陆河县项目负责人刘鑫玉老

师从下一步工作重点、下一步重点工作要求和角色工作内容等方面进行本学年度工作规划并指出四个实验校师

生线上“四全”学习行为覆盖率不低于 90%，非实验校覆盖率不低于 85%，每月匹配教学进度推送测评以及

学习资源，初三年级上“四全”学习行为覆盖率达到 100%，其他年级不低于 85% 的要求，以确保中考及格

率到达 40%。

教育局局长江展翔在会上表示，推进项目过程中，思想要统一，实验校要认真对待，要肩负起实验校带头

示范的任务，推行校长责任制，把智慧学伴落实纳入学校考评；同时他强调陆河市教育局要调整工作重心，将

北师大项目作为长期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目前陆河教育局已经完善了 4 所实验校的软硬件设施，确保了网络，

配备了录课室，建立全新的 pad 班和机房。在完善了硬件设施的情况下，学校要发挥内因作用，课堂要革命，

思想要转变，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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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汕尾市海丰“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项目阶段总结会

海丰县：阶段总结会深度交谈，新学期推进蓄势
待发

2020 年 9 月 28 日上午，海丰县召开“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项目阶段总结会。会议

由海丰县教师发展中心陈德源主任主持，与会的领导和老师有汕尾市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吕伟枝、汕尾市物理

教研员孙海正老师、海丰县教育局欧永钦局长、教研室的相关领导、各学科教研员、各学校校长及教师代表。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项目负责人刘微娜、海丰县项目负责人任静、城区项目负责人韩芳芳、

陆丰项目负责人方潇、陆河项目负责人刘鑫玉参与出席此次会议。

会上，首先由海丰县项目负责人任静介绍了项目整体实施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以及关键问题研讨。

各学科教研员、各学校校长及教师代表就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疑惑和困难进行了提问，并由项目负责人一一

给予了相应的回应。最后，各级领导分别就海丰县新学年项目推进工作进行了部署。

教育局欧永钦局长提出教育局应关注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教研室和教师发展中心要将北师大项目作为

重点工作推进，及时总结过去一年推进的工作方案，形成工作制度；第二，要将各学科教研活动、区县教研活

动进行统筹安排；第三，区县已经做好设置配置方案，基本可以满足设备需求，在设备配齐之前，各学校要将

可用的资源都用上；第四，将出台对学校的评价和激励机制。学校层面要结合海丰县实际完成“四全”指标，

首要解决账号问题，校长要加深对项目的认识，教研和教学要关注作业布置和命题研究。汕尾市教师发展中心

副主任吕伟枝提出希望各校校长要提高认识，加强落实；学科教师要学习 3*3 能力框架理论，课后要积极组织

学生落实四全，高度重视和支持种子教师参与指导活动，信息管理员要常态化解决师生账号问题，关注测评数据，

记录和落实好每月反馈表。海丰县教师发展中心陈德源主任提到各学校要明确工作重点，各学科教研活动要与

北师大做好对接，完善教研方案，希望各学校加强重视，要将 3*3 学科能力体系理念落实到学生层面，每学科

每周要开展一次教研活动，有条件的学校可自行配置 pad 班落实和推进项目。

此次会议的召开，为海丰县项目各级各部门领导及项目负责人明确了新学年的工作重点，并就关键问题给

予了相应的应对和解决方案，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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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汕尾市城区“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项目阶段总结会

城区：“四全”为导向，新学期区县阶段总结会召开

2020 年 9 月 29 日下午召开陆河县项目阶段总结会，会上，汕尾项目负责人刘微娜老师就项目聚焦专家指

导和“四全”学校指导两条线整体介绍了城区第一年度的“区域教研”和“学校四全”数据。通过项目实施，

在城区重点培养了 78 位教师、辐射了 152 位教师，助力教师专业成长；25 位教师积极参与小课题研究，从课

堂实践走向实践研究；8 位教师积极参与内容征集活动，教师上线覆盖率 68.09%、登录次数 85170 次，人均

每天登录 0.37 次，学生上线覆盖率 73.08%、登录次数 2821411 次，人均每天登录 0.93 次；城区全年智慧学

伴平台产生了 88 万多使用量。北师大城区项目负责人韩芳芳老师结合项目整体第二年度聚焦“学科思维与应

用实践能力提升”的目标和城区的项目推进的实际情况，从第二年度工作重点、各角色工作内容及具体工作要

求等方面介绍了城区本年度工作计划，并就学校“四全”落实工作提出：实验校师生线上“四全”学习行为覆

盖率不低于 90%，非实验校覆盖率不低于 85%，每月匹配教学进度推送测评以及学习资源，初三年级上“四全”

学习行为覆盖率达到 100%，其他年级不低于 85%，以此确保中考及格率到达 40% 的建议，带动各学校积极行动，

将“四全”工作扎实落实到日常教学中，提升教学质量。

城区教育局徐子岳局长表示要及时总结现状，查找不足，完善现有推进机制，加大项目推进力度，组织同

课异构，提前做好规划，切实落实到位。同时提出通过下一年度的项目推进和合作，进一步优化城区的教研员

和教师队伍，进而促进城区的教育质量提升。红海湾区唐以叠主席在会议上表示，希望后续的项目推进中，能

够进一步加强与北师大老师的互动，也希望红海湾区能够有更多的实验校和骨干老师加入到北师大的专家指导

中，期待新的一年红海湾在项目实施中取得更大的收获和成长。



03 第二届京汕杯汇聚千份本土
资源

为进一步提升汕尾市基础教育质量，加强中学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和课堂实践能力，充分发挥教学基本功展

示活动在提高教师专业素养中的引领示范作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进一步激发广大教师提高育人实践能力和课

堂创新能力。同时也初步完成“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市基础教育质量提升”项目核心任务：培育 1000 名种子教师，

助力骨干教师队伍建设。暨第一届“京汕杯”活动后，汕尾市教育局和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

联合主办了“汕尾市教育系统第二届‘京汕杯’教师教学基本功展示活动”。从宣传到种子教师遴选共历时 3 个

月，汕尾各市区县的老师纷纷踊跃参加，目前共汇集教师课堂实录等本土资源一千余份，覆盖了语文、数学、英语、

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道法九大学科，各学科第二届“京汕杯”决赛也正在陆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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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全市七年级新生账号新建工
作有序进行

为做好汕尾市初中学校七年级教师、学生在智慧学伴平台建设数据工作，推动新学年七年级师生基于数据的

精准教研和精准教学的开展，促使大数据助力基础教育质量提升，按照《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

升项目实施方案》，北京师范大学有序开展了账号新建工作。

信息采集流程为汕尾市各学校将新生名单模板填写完成后发送到北京师范大学高精尖创新中心，已录入智慧

学伴平台，任教班级、教研组长、学科教师等可经过本校管理员调整，新教师账号通过本校管理员角色进行新建。

在对 200 余份新生名单数据的整理过程中，北师大高精尖中心相关人员发现重复数据和错误数据，及时修正、重

新上传，目前共计上传导入了两万余名学生信息，为汕尾市每一位新生创建了平台账号。为使数据采集和上传中

出现的问题得以快速响应和解决，北京师范大学高精尖中心在各微信工作群中设有答疑老师，实时答疑，各项工

作推进有序进行中。

 关于采集汕尾市七年级新生教育数据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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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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