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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本月重点速报

为适应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时代需求，探索适合汕尾教育质量均衡发展的有效途径，发挥北师大学科专家团

队对汕尾教育教学的智慧引领和支撑作用，切实提升教研员、学校管理者、教师的教育管理、教学能力和综合

素养，北京师范大学联合汕尾优化教育布局，统筹教育资源配置，积极挖掘教师需求，聚焦初中学段，深入分

析教育发展的关键问题，围绕学生、教师和区域教育发掘机制做系统研究，深化初中教育综合改革。

2021 年 4 月 9 日至 30 日，各学科首席专家教授携团队陆续行赴广东汕尾开展教研活动指导，出席活动的

专家有北京师范大学数学学科首席专家曹一鸣教授和綦春霞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陈则航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科首席专家王磊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物理学科首席专家罗莹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

首席专家郑林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生物学科首席专家王健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语文学科专家王舒起老师、首都

师范大学黄燕宁副教授、北京市延庆四中于新玲老师、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孙晓慧教授、全国特级

教师刘兆义老师、福建省生物教研员张锋老师、珠海市十一中盘美芳老师、东莞市教研员陈礼兴老师、北京市

教育学院丰台分院刘润泽老师、北京市房山区教师进修学校闫丽红老师、深圳市宝安区教育科学研究院初中地

理教研员邹金伟、宝安中学（集团）地理学科名师刘杨、广州荔湾区教育发展研究院物理教研员正高级教师张

晓红、北京师范大学谢晓雨博士、广州市第四中学黄炳初老师、四川文理学院唐海军老师、北京市中学数学特

级教师、北京市密云区教师研修学院中学研修室主任崔永学老师，同时各学科也邀请了广东省、汕尾市等地区

的优秀教研员参与指导，参与活动的成员还包括汕尾市各大学科教研团队成员和九学科各一百多名初中骨干教

师。

本次活动的内容各学科根据汕尾本土教学进度，有针对性的开展相关主题活动，活动内容充实且多样，内

容涵盖了同课异构公开课、教学展示、反思性说课、广东中考命题培训、各学科不同主题的专家培训讲座等多

个方面，经过一学期的培训学习，老师们在教学设计的撰写及公开课展示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骨干教师在

活动中积极参与，学习氛围浓厚，学科团队与骨干教师共同完成教学改进活动，相信在汕尾市教育局的认真组

织及北师大专家团队及教师的全情投入下，汕尾基础教育质量会有新的突破。

北师大专家团队赴汕尾指导，助力汕尾教师能力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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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四区县初三一模数据上传安排

为全面汇聚2021届学生一模测试数据，精准反应学生一轮复习的情况，为二轮复习提供专业分析和数据支撑，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教育质量改进项目团队首席专家专题讨论了不统考情况下的数据分析方式，并与 4 个区

县多次沟通，根据各区县初三一模考试时间，统筹开展了初三一模测试数据的处理和上传工作。

北师大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研发的“智慧学伴”平台可有效汇聚学生学习过程中产生的学习大数据，数

据分析基于北师大学科团队研发的 3×3 学科能力诊断体系，对学生的测评数据进行分析后生成的分析报告不仅

可展现基础的得分情况，同时包含题目分析、知识点掌握情况和学科能力、核心素养的表现情况分析，可有效

帮助学生了解自身的优势和薄弱点，也可作为教师和学校管理者分析学情，制定教学教研计划的有效数据支撑。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动汕尾市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的有效实施，搭建教师职业发展平台，由汕尾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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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汕尾市教育系统第三届‘京汕杯’教师教学基本

功展示活动”将于 2021 年 5 月至 8 月举行。2021 年 4 月 29 日，为推动活动的顺利实施，九学科首席专家教授

携学科团队与高精尖创新中心李晓庆主任及汕尾项目小组成员就第三届“京汕杯”大赛展开了研讨。会上，王

磊教授希望汕尾教育局发文要求其他各区采用海丰县由学校 - 县级 - 市级层层筛选教师的组织模式，规范教师

人员选拔机制。罗莹教授建议“京汕杯”参赛作品可以增加聚焦基于学生实践活动的教学内容，促进第三届“京

汕杯”活动的顺利进行。

持续汇聚学生测评数据，支持初三年级高效备考

开展第三届“京汕杯”活动的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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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为进一步落实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为北师大）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项目在陆丰市的开展，2021

年 4 月 26 日至 4 月 29 日，北师大项目组中陆丰市小组在当地开展了为期 4 天的入校指导活动。前往指导的北

师大专家团队人员有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的刘微娜老师、张妍老师及于健民老师，同时还邀请了技术团队

的刘国名老师、北京师范大学的曹辰博士以及陆丰市英语名师工作坊的主持人陈国政老师参与现场培训指导。

汕尾市教师发展中心英语教研员潘振华老师也陪同参与了本次指导活动的相关环节。本次入校指导活动主要围

绕 3 个主题开展，其中包括入校常规教学教研指导、主题内容培训和教师专业水平知识测试。

【常规教学教研指导】

 本次入校常规教学教研指导活动涵盖了玉燕中学、东海龙潭中学、碣北中学、南塘中学和博美中学。入校

活动中，现场参与了学校的常规教研活动，对教研内容和形式给予了一些建议。并在学校里开展了推门听课，

曹辰博士、张妍老师和于健民老师与其他备课组老师一起对讲课老师在课堂上存在的问题给予了指导和点评。

与此同时，曹辰博士在玉燕中学还开展了送课入校的活动。

陆丰市第八次入校指导顺利完成

曹辰博士在玉燕中学开展送课入校活动

 陈国政老师做专题讲座

 东海龙潭中学教研活动后现场合影

刘国名老师现场培训智慧学伴基本操作

【主题内容讲座】

 本次指导活动开展了围绕教师专业知识和智慧学伴平台使用两个主题的讲座。讲座邀请到了陆丰英语名师

工作坊的主持人陈国政老师、北京师范大学的曹辰博士和高精尖中心技术团队主管刘国名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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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教师专业水平知识测试现场

【教师专业水平知识测试】

 本次入校活动针对八年级英语和数学两个学科的教师，进行了专业水平知识测试，主要考察了老师对于新

课标和新中考试题的掌握情况。这次测试旨在了解陆丰市教师整体队伍发展存在的问题和需要改进的方向。



一、现场课＋同课异构

 29 日上午，城区华附汕尾学校的李华蓉和陆丰

市湖东二中的徐立新两位老师围绕“写作教学”专题

上现场课，北师大专家王舒起老师进行了评课和指导，

王老师提到两位老师的课都体现出材料充足的优点，

李华蓉老师的课体现了思维导图可以帮助学生打开思

路，如何选材和转化素材是本节课需要解决的问题，

徐立新老师的课要思考内容体量问题，强调应充分考

虑学生的消化能力，并给出具体建议。

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九学科专家指导精准教学改进

语文：不同主题活动，专家针对性指导

2021 年 4 月 29 日 -30 日，北师大语文学科团队走进广东省汕尾市城区新城中学，开展新学期第二次教研

指导活动。北师大语文专家王舒起老师、刘建东助理、汕尾市教研员许家塔老师、广东省孙春成老师，以及来

自汕尾各地的一百多名初中语文骨干教师，共同完成了本次指导活动。

 汕尾市语文骨干教师参加“北师大助力汕尾”项目教研活动

02

李华蓉老师上现场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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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彭苑沙老师说课

叶秋满老师说课

许立新老师上现场课

黄可欣老师说课

郭镜填老师说课

 北师大专家王舒起老师点评现场课

二、骨干教师备课说课指导

 29 日下午，汕尾市六位骨干教师围绕“写作教学”专题进行说课展示，北师大专家王舒起老师进行点评指导。

北师大专家王舒起老师提到彭苑沙、黄可欣、叶秋满三位老师在作文教学上侧重点清楚，一节课解决一个问题，

安排合理；讲练结合，把概念和意义在整篇作文中的地位交代清楚。旁征博引，借助课外教材或者读物辅助教

学。建议三位老师在方法归纳上讲得更具体一点，比如细节描写的指导方面可操作性更强一些。北师大专家王

舒起老师提到，郭镜填老师的指导到位，建议进一步思考学生作文水平不高的原因，强调要说真话，诉真情，

才能打动别人。许益娟老师把作文分散到日常教学中去，师生共写，令人佩服。建议戴小慧老师使用例子注意

价值观问题，减少负面例子，并注重真实感，符合真实情境。最后，王舒起老师提到教无定法，不宜花样太多，

希望各位老师踏踏实实做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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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许益娟老师说课   戴小慧老师说课

三、专家讲座＋现场课

 30 日上午，广东省孙春成老师给汕尾语文骨干教师上了一节现场课《秋天的怀念》，并做了《怎样提高

课堂教学效率》的讲座，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最后，汕尾教研员、骨干教师和北师大语文团队合影留念，本

月教研活动圆满结束。

北师大专家王舒起老师点评说课

汕尾语文骨干教师与北师大语文团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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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数学：聚焦例习题课的备课与教学，聚焦中考命题
专题指导

 江亭燕老师说课  高建怀老师说课 

 陈辉群老师说课  林宗钦老师记录曹一鸣教授的指导

一、例习题课的备课与教学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教育质量提升项目，数学曹一鸣团队于 2021 年 4 月 22 日开展了线上指导活动，聚

焦于例习题课的备课与教学，以进一步全方位提升学生数学素养。本次开展了以下活动：四位教师的说课及说

课指导、备课指导、例习题课教学公开讲座、命题工作坊、智慧学伴与智慧教研介绍。参与活动的专家有：首

席专家曹一鸣教授、博士后王祎老师、博士后王重洋老师、四川文理学院唐海军老师、北京市中学数学特级教师、

北京市密云区教师研修学院中学研修室主任崔永学老师。

4 月 22 日上午的活动是四位老师的说课，分别是海丰县陶河中学的陈辉群老师的《一次函数的图像与性质》、 

曹一鸣教授指出应当重视学情的分析。建议可以采用 GeoGebra 作为代替几何画板，并让助理分享了相关的资

源。然后是陆丰县东坑中学的江亭燕老师的《立方根》说课，专家指出在课堂的设计中，应当重视类比，教师

应当比较“平方根”与“立方根”、“开平方”与“开立方”的异同，以帮助学生加深对概念的理解，以形成

系统性的知识。随后是陆丰市碣石第二中学高建怀老师的《解二元一次方程组——代入消元法》说课，专家指出，

重点、难点过于宽泛，教学容量较大，可以考虑精编或适度改编教材中的内容，以做到呈现的习题具有一定的

逻辑性。接着是陆丰县水唇中学的张月琴老师的《矩形的性质》说课。学科团队的专家也指出教学的重难点要

有针对性，不能过于广泛，课堂容量过大，应当更加重视知识的生成过程，而不要过多地强调训练。唐海军老

师对于教学设计进行了详细的指导，从教师说课的三个阶段切入：研究教材内容和收集学习资源；进行说课（教

学）的设计；对已有教学设计进行反思和优化。强调教师注重数学核心素养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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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4 月 22 日下午，崔永学老师开展了《例题习题教学设计与实施》的讲座，该讲座聚焦于不同阶段、不同类

型的数学课堂如何选题与如何教题这一问题，对于如何选题，崔老师从选题的基本原则入手，并且分析了新授课、

习题课、复习课选题的区别；对于如何教题，分别介绍了：“波利亚解题表”的启示、解题教学中的常见问题、

不同课型教学要点对比。随后，学科团队开展命题工作坊，指导教师如何命题，介绍“智慧教研”平台，并建

立了研修社区，上传了培训资料，以供老师们进一步学习。

一天的培训工作后，老师们纷纷表示收获颇多，受益匪浅。学科团队会在教研社区中继续分享有关的资源，

继续为提升汕尾教育教学质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此也特别感谢刘文杰主任对于活动的安排，以及感谢各

位老师们的配合！

高建怀老师的学情分析

 唐海军老师对于教学设计的指导

  崔永学老师专题讲座   教师学习崔永学老师的讲座

张月琴老师说课

二、中考命题专题指导

 2021 年 4 月 13 日，北师大助力汕尾市初中数学教师专业发展及教学能力提升项目组，綦春霞教授团队线

上开展本学期第一次专家指导教学改进活动。参与此次活动的专家有北京师范大学綦春霞教授、汕尾项目北师

大数学学科曹辰博士。汕尾市教研员刘文杰和六十余名初中顺序骨干教师全程参与了本次活动。根据汕尾市的

实际教学进度及发展提升需要，项目组围绕广东中考命题进行了专题培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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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辰博士点评蔡燕燕老师汇报

 北师大数学学科团队与骨干教师合影

 曹辰博士点评佘鑫浩老师汇报

【“代数”主题汇报及专家点评】

4 月 13 日上午，来自海丰县红城中学的蔡燕燕老师进行广东省近年中考数学命题代数部分的分析，海丰数

学教研团队将代数部分的分析分为数与式部分、方程与不等式部分、函数部分。代数部分的教学着重培养学生

数感、运算能力，需要掌握其概念，主要以选择题或填空题的形式进行考察，建议采用让学生先理解、并加强

计算训练的教学方式。

【“运算”主题汇报及专家点评】

13 日上午，来自陆丰市玉燕中学的佘鑫浩老师进

行广东省近年中考数学命题运算部分的分析，陆丰市

数学教研团队汇总广东中考数学运算模块中为七大类

题型：实数概念题型、科学计数法题型、整式运算法

则题型、因式分解题型、代数式求值题型、实数运算

题型、化简求值题型。针对每一类题型给出了具体的

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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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丽翠老师进行“统计”主题汇报

 曹辰博士点评许伟炜老师汇报

【“统计”主题汇报及专家点评】

4 月 13 日下午，来自陆河县上护中学的罗丽翠老师进行了广东省近年中考数学命题统计部分的分析，陆河

数学教研团队将统计部分分为平均数众数中位数、频数、频率与统计图表、概率、随机事件等部分，提炼出课

堂教学复习五环节：课前测评 -- 夯实基础、重点练习；考点梳理 -- 要点扫描、查漏补缺；典题精讲 -- 题型突破、

授之以渔；中考链接 -- 直击中考、知彼不败；课堂巩固 -- 阶梯演练、稳步提升。对于不同水平的学生进行个

性化教学：对比教学与类比教学相结合（临界生、有学习兴趣的部分学困生）；信心扶持与课后辅导相结合（学

困生）；自主选择与一对一辅导（优秀生）。

【“几何”主题汇报及专家点评】

13 日下午，来自城区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汕尾学校的许伟炜进行了广东省近年中考数学命题几何部分的分

析，城区数学教研团队将几何部分分为图形的对称性、三视图、多边形的内角和、圆的相关角度计算、相似三角

形的性质、平行线的性质、多结论问题、折叠问题、动点问题、尺规作图、最值问题、三角形的综合问题、特殊

四边形的综合问题、圆的综合问题等十六个部分。针对各个部分给出了具体的教学建议。在为期 1 天的活动中，

綦春霞教授团队与骨干教师们共同完成了多场高质量的教学改进活动，引发教师的深入思考。本次培训活动至此

圆满完成。在此感谢汕尾市教研员、一线教师以及北师大数学学科团队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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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聚焦复习及中考备考指导，教师积极参与

2021 年 4 月 16 和 17 日，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项目英语学科教研活动在陆丰市玉燕

中学成功举办。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陈则航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孙晓慧教授和全

国特级教师刘兆义老师组成专家团队参与指导本次教研活动。项目教研团队成员潘振华老师、胡琳娜老师、叶

西就主任、黄丽珍老师、庄孝正老师、曾乐纯老师、林恒哲老师、许晓玲老师等以及 140 多名英语学科骨干教

师参与了本次活动。

16 日上午，活动由汕尾市英语教研员潘振华老师主持。首先，陆丰市玉燕中学的郑斯灵老师开展九年级现

在完成时态复习主题的公开课以及说课展示。然后由陆河外国语学校的李月明老师开展八年级上英语 Unit 8 公

开课以及说课。随后，陈则航教授和孙晓慧教授分别从学情分析、文本分析等方面给出建议。16 日下午，首先

由孙晓慧教授带来主题为《核心素养下的初中英语阅读教学理念创新与方式变革》的精彩讲座。孙晓慧教授从

核心素养说起，通过案例讲解如何基于主题意义开展英语教学活动。接着，初中七年级和八年级共四位教师进

行了阅读课说课展示。分别是海丰市城东尚书学校的姜素香老师、城区逸夫初级中学的郑绮施老师、陆丰市甲

东钟山中学的彭丹红老师和陆丰市碣北中学的谢小彦老师。孙晓慧教授和潘振华老师从教学目标设定、语法讲

解等方面进行点评。最后，学科助理朱炳霖向骨干教师汇报上一学期期末考试成绩数据分析报告及骨干教师四

全使用情况，鼓励汕尾教师继续加强“智慧学伴”平台的使用。

 潘振华老师主持活动  郑斯灵老师公开课

骨干教师观看公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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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上午，九年级的两位老师开展中考备考复习课的说课展示。分别是海丰县海丰中学的周静敏老师和陆

河县樟河中学的张小娜老师，刘兆义老师从学习方法等方面做出指导，孙晓慧教授强调写作时要注意体裁和写

作对象。最后，刘兆义老师进行了主题为“用好《新目标英语》”的专题讲座，指导骨干教授如何在日常用教

材中有效实现听说读看写及语言知识学习目标。在本次教研活动中，老师们对于新课标课程理念与教学方法的

理解与运用都有很大的进步。骨干教师们的学习氛围浓厚，认真填写培训反思。相信在汕尾市教育局的认真组织、

北师大高精尖项目英语学科团队的精心指导以及骨干教师们的全情投入下，汕尾基础教育质量能够更上一层楼。

 李月明老师公开课 

陈则航教授做点评

孙晓慧教授做点评

孙晓慧教授讲座

 姜素香老师说课

谢小彦老师说课

郑绮施老师说课

  孙晓慧教授点评 

彭丹红老师说课

 潘振华老师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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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静敏老师说课   张小娜老师说课  

刘兆义老师和孙晓慧教授进行点评 刘兆义老师开展专题讲座

 全体骨干教师与专家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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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斌老师进行授课及反思性说课

郑俊老师进行授课及反思性说课

物理：聚焦复习教学主题指导，助推教师专业成长

【公开课展示和反思性说课】

23 日上午，郭斌老师和郑俊老师分别就“压强单元复习课”和“8.1 认识压强”进行了 40 分钟的现场课展示。

23 日下午，两位老师分别就上午的现场课进行了反思性说课。北京师范大学谢晓雨博士基于物理学科关键能力，

对两节现场课涉及物理学科关键能力的指标进行了分析，梳理了两位老师授课的过程，并依据对指标的完成度

给出了课程结构和时长分配的建议。

2021 年 4 月 23 日至 24 日，“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项目初中物理学科教研活动在

城区华师附属中学汕尾学校顺利开展。广州荔湾区教育发展研究院物理教研员正高级教师张晓红、北京师范大

学谢晓雨博士、韦玉逢助理及特邀专家广州市第四中学黄炳初老师为本次教研活动提供全程专家指导与服务，

汕尾市教研员孙海正、城区教研员郭亮、陆丰市教研员李绪法、陆河县教研员陈坤和林奇标全程参加了活动。

本次活动的主题是如何进行复习教学，活动的内容丰富，涵盖了“第八章 神奇的压强”为主题的公开课及其反

思性说课、初三电学复习的专家示范课及其反思性说课、中考复习讲座、以“第九章 浮力与升力”为主题的教

学设计和学生实践活动的备课说课等 4 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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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海正老师点评 谢晓雨博士进行展示课教学的分析张晓红老师点评

黄炳初老师进行授课

张晓红老师专题讲座

【专家示范课和反思性说课】

23 日上午，特邀专家黄炳初老师就“初三电学复

习课”进行专家示范课展示。黄老师课前借助智慧学

伴平台诊断上课班级学生的水平，以此合理安排教学

内容和设计教学环节，课上学生积极性高，老师们反

响热烈。25 日下午，黄炳初老师就上午的课进行了反

思性说课，说明了各环节的设计意图。

【中考复习讲座】

23 日下午，张晓红教研员开展了中考复习的专题

讲座，讲座的内容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1）

中考题的考法与命题角度；（2）知识的重组与习题

重构，该部分以物理模块的方式呈现，包括力学、热学、

光学和电学，展现了各物理模块的思维导图和具体的

习题示例；（3）生活中常见问题变试题：关于云雨

雾霜雪露问题；（4）复习的方法，包括“说”、“写”、

“评”、“扩”等方法。

【主题备课说课】

24 日上午，汪俊宇、李庆兰、房增保、刘彩花、陈东瑶和陈旭坚等六位老师分别就“第九章 浮力与升力”

进行教学设计和学生实践活动的备课说课。谢晓雨博士对本章的知识结构进行了归纳分析，将课标要求与教材

章节进行匹配，解析教材展开这些知识的方法，并讲解教材内容如何与指标相对应，给出本章每一节的教学建

议和教学过程设计。

张晓红教研员针对 6 位老师的备课提出了如下教学改进建议：（1）概念课中要关注学生的前概念，使用

学生现有的思维方式去解决之前未遇到的问题。（2）课堂上多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利用语言的艺术调动学生

的积极性。（3）课堂中引入的习题可以来源于生活，但不易过难。本次活动内容充实、接受培训的老师准备

充分、专家点评精彩独到、其余骨干教师也认真参与、反响热烈，通过此次的交流培训指导活动，汕尾初中物

理学科的教师们收获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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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位老师进行说课

 谢博士结合指标进行教学设计指导

张晓红教研员进行点评

化学：同课异构活动设计，助力教师专业发展

2021 年 4 月 16 日 -17 日，北师大助力汕尾市初中化学教师专业发展及教学能力提升项目组，王磊教授团

队前往广东省汕尾市陆河外国语学校，开展本学期第二次线下专家指导教学改进活动。参与此次活动的专家有

首都师范大学黄燕宁副教授、北京市延庆四中于新玲老师以及汕尾项目北师大化学学科助理张晔博士。汕尾市

教研员温庆伟和六十余名初中化学骨干教师全程参与了本次活动。根据汕尾市的实际教学进度及发展提升需要，

项目组围绕“酸碱盐”、“实验探究”等两个核心概念进行了专题培训活动。

北师大化学学科团队与骨干教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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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剑老师现场课教学

林丽燕老师说课

余新玲老师现场课教学 

宋勇老师现场课教学 

   黄燕妮老师说课 

黄燕宁副教授进行学生访谈

【“酸碱盐”主题现场课及说课展示】

4 月 16 日上午，来自海丰县城东中学的于剑老师和宋勇老师进行了《中和反应》与《生活中常见的盐》两

个课时的现场课教学。接着，来自北京市延庆区第四中学的于新玲老师为陆河外国语的同学们进行了《贝壳粉

知多少——测定贝壳粉中碳酸钙的含量》的现场课授课。随后，张秀丽、唐海婵、黄文兵、乔佳老师进行了“酸

碱盐”主题说课展示。为了对教师的教学效果进行更加精准的诊断，黄燕宁副教授结合对学生和授课教师访谈

情况给出指导意见。

【“实验探究”主题说课展示及教师工作坊】

4 月 16 日下午，林丽燕、黄燕妮、林宗、邓琴、彭萍等五位老师以学生必做实验为载体进行了“实验探究”

核心概念的说课展示。黄燕宁副教授针对性的对说课教师的教学设计从学科本体知识、教学设计要素、教学实

施策略等方面进行了点评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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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宗老师说课

 彭萍老师说课

 邓琴老师说课 

于新玲老师进行专题讲座

【“提高初中化学分组实验有效性的研究与实践”专家讲座】

4 月 17 日上午，为了更好的帮助五位说课教师进行更为有效的教学改进，张晔博士组织老师们进行了教师

工作坊的研讨活动。为了让老师更有效地开展实验教学，于新玲老师进行了“提高初中化学分组实验有效性的

研究与实践”的专题讲座。从学生分组实验课堂的组织管理、教学引导、激励评价三个方面向老师介绍了提升

化学分组实验有效性的关键策略。随后，团队助理孔

思敏对本月种子教师使用智慧学伴情况进行了介绍，

张晔博士表示希望老师们可以将教学与智慧学伴的使

用深度结合起来，依托智慧学伴实现评学教一体化，

促进教学质量提升。在为期 1 天半的活动中，王磊教

授团队与骨干教师们共同完成了多场高质量的教学改

进活动，引发教师的深入思考。本次培训活动至此圆

满完成。在此感谢汕尾市教研员、一线教师以及黄燕

宁副教授、于新玲老师及北师大学科助理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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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艳红老师公开课 盘美芳老师公开课

历史：聚焦中考活动设计，把握命题新动向

2021 年 4 月 9 日至 10 日，“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项目初中历史学科 4 月现场指导

活动在汕尾市海丰县华中师范大学海丰附属学校举行。参加本次活动的有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未来教育

高精尖创新中心历史学科首席专家郑林，汕尾市历史教研员孙卿玮，珠海市十一中盘美芳老师，以及汕尾市初中

历史学科近百名教师。本次教研指导活动包括同课异构公开课、专题培训讲座、教学展示交流等内容。

4 月 9 日上午，海丰县实验中学张艳红老师和珠海市十一中学盘美芳老师进行八年级下册《工业化的起步和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同课异构教学展示，郑林教授对两位老师的公开课做了点评。郑林教授根据两位教师

的教学分别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4 月 9 日下午，北京市朝阳区教育研究中心历史教研员郭大维老师作《从中考

到学业水平考试》专题讲座，郭老师从评价改革与要求、命题导向与理念、试题立意与发展等方面，介绍初中学

业水平考试命题的新动向，提升骨干教师对初中历史学业水平考试的理解。

4 月 10 日上午，吴奕武、罗美文、万军、谢慧丽、杨俊杰和黄秋君等六位种子教师进行教学展示，郑林教

授对六位骨干老师的教学展示进行逐一点评，肯定老师们课堂教学的进步，针对老师在教学中的问题提出修改完

善的建议。活动最后，汕尾市历史学科教研员孙卿玮老师进行总结发言。本次活动效果显著，骨干教师在培训中

认真聆听、受益匪浅，4 月份的现场教学指导活动圆满结束。

老师们聆听《从中考到学业水平考试》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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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杨俊杰老师教学展示

吴奕武老师教学展示

郑林教授进行点评 

万军老师教学展示

黄秋君老师教学展示

 罗美文老师教学展示

孙卿玮老师进行总结

谢慧丽老师教学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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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张天明老师展示课

曾秀敏老师片段式教学

高丽春老师展示课

刘杨老师点评指导

邹金伟老师讲座分享并与老师讨论交流

刘杨老师展示课

邹金伟老师点评指导

地理：多种形式教学活动，专家指导全员参与

2021 年 4 月 15 日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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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现场指导

在陆丰市龙潭中学召开。本次指导邀请了深圳市宝安区教育科学研究院初中地理教研员邹金伟和宝安中学（集团）

的名师刘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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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市 108 位地理学科骨干教师和

汕尾市地理教研团队成员参加了此次培训。本次活动结合汕尾教师成长的需求和汕尾的实际教学进度，开展有针

对性的教研指导活动，主要由同课异构、片段式教学、专题培训讲座、专家点评等环节组成。

15 日，汕尾种子教师张天明、高丽春老师和特邀的刘杨老师进行了“俄罗斯”内容的同课异构展示。三位

老师结合自身思考，发挥个人优势呈现了三节精彩的新授课；指导专家刘杨老师和邹金伟教研员结合备课素材选

用、活动环节设计等方面对老师们的授课进行了点评和指导。接下来由曾秀敏老师对“俄罗斯”内容开展片段式

教学展示，邹金伟老师结合分享，建议将“主题式教学”用于区域特征典型的地区。针对教师特别关注的学业水

平复习问题，邹金伟老师围绕“广东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是怎么命题、深圳宝安区是怎么复习、乡土地理如何开

发”三个核心问题进行了《初中区域地理复习策略探讨》主题分享。建议教师重视课标研读，题目设置体现综合

性、区域性和探究性；分享结束后和与会教师进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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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梁少燕老师说课 

陈维哗老师说课 

刘杨老师点评

胡雪蓉老师说课

王锦明老师说课 

邹金伟老师点评

陈舒洁老师说课

叶思柳老师说课

 陈克丛教研员总结

16 日，由梁少燕、胡雪蓉、陈舒洁、陈维哗、王锦明、叶思柳等 6 位种子老师进行不同内容主题的复习课说课。

刘杨老师和邹金伟老师肯定了 6 位老师说课展现出的亮点，并围绕复习课的选题与内容选择、复习课与新课的区

别等方面进行指导。强调复习课不同于新课，新课注重形象化理解，复习课要查缺补漏，提升思维。对于如何巩

固复习效果，邹老师提到可以通过课前小测等形式，进行“循环滚动，螺旋递进”，加深学生的印象。

最后，陆丰市地理教研员陈克丛老师对本次培训活动进行总结。陈老师代表全体参加培训的骨干教师对北京

师范大学地理学科专家团队的指导表示感谢。至此，地理学科汕尾项目 4 月现场培训圆满结束。本次培训活动安

排充实，专家点评精彩独到，骨干教师反响热烈，收获颇丰。



26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许侠老师公开课教学

骨干教师进行“人体的循环系统”主题反思性说课

张彩萍老师公开课教学

生物：同一主题内容指导，持续提高教师专业水平

2021 年 4 月 15 至 16 日，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初中生物教师专业发展及教学能力提升系列培训在陆丰市

东海龙潭中学举行。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王健教授、福建省生物教研员张锋老师参与指导本次教研活动，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提升项目教研团队成员、学科骨干教师参加了此次培训。本次活动由汕尾市海丰

县生物教研员谢务诚老师主持，内容主要包括公开课、反思性说课、专家点评、心得分享、备课说课、主题工作

坊、智慧教研体验培训等。

15 日上午，开展了公开课展示及专家点评活动。骨干教师许侠老师和张彩萍老师开展了“人体的循环系统”

主题的公开课展示。本次现场课是在 3 月备课说课和该主题工作坊活动以及“以老带新”活动讨论的基础上进一

步丰富和完善后开展的教学。公开课展示结束后，两位老师分享了教学设计思路，张锋老师和王健老师针对生物

学科的实验教学、实验环节的设计等方面进行了点评。

15 日下午，骨干教师吴晓文、朱华锋、陈文林、徐家鹏 4 位老师进行了“人体的循环系统”主题反思性说课，

4 位老师根据实际教学情况针对大数据助力下的精准教学的改进以及教学反思等方面进行了分享。接着，王健教

授和张锋老师针对 4 个反思性说课进行了详细的点评，对老师们的进步表示了肯定，并对如何进行有效的反思性

说课进行了分享。最后，刘月美老师带领全体骨干教师开展了智能设备支持的智慧教研的体验式培训，老师们都

表示很有收获并希望在后面的教学研中能够使用以提高自身的教学技能和教学成效。

16 日上午，开展了“细胞的结构与功能”主题复习课备课说课和工作坊活动。活动开始，首先由吴婷婷、邱惠芬、

杨怡桦、罗碧珊 4 位骨干教师进行主题备课说课，各位老师针对教学内容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呈现了很好的说课

效果。张锋老师和陈文静老师针对老师们的备课、教学目标的设定等方面做了详细的点评。活动最后，海丰区生

物学科教研员谢务诚老师进行了总结发言，对王健教授和张峰老师的莅临指导表示感谢，并对各位骨干教师的未

来发展提出希望。本次活动圆满完成，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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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骨干教师进行“细胞的结构与功能”主题复习课备课说课

全体骨干教师合影

张锋老师进行点评 王健教授进行点评 陈文静老师进行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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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曹雪老师公开课

   高仕妮老师说课展示

彭丽密老师公开课

温丹粤老师说课展示

道法：分主题指导，教师全员参与

【教学展示公开课】

9 日上午，华师附中汕尾学校的曹雪老师就七年级下册《青春的情绪》这一课进行了教学展示，之后，陆

河县东坑中学的彭丽密老师以“法不可违，防微杜渐”为题展示了一堂九年级复习课。刘润泽老师对两位老师

的公开课进行了点评。刘润泽老师对曹雪老师的公开课的每一环节进行了回顾与点评，认为曹雪老师的课堂设

计新颖，通过游戏环节有效地活跃了课堂氛围，提升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建议曹雪老师在此基础上将课堂知

识与现实生活相结合，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总结归纳能力，实现初高中知识的有效衔接。刘润泽老师从复习课

的不同类型的划分入手，指出复习课要更加注重题目的设置，尤其是要选用贴近现实生活的新材料，在此过程

中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思考能力。9 日下午，来自海城三中的高仕妮老师、城区田家炳中学的温丹粤老师、陆

河县上护中学的彭玉婷老师和陆丰市碣石中学的李俊腾老师进行了说课展示，各位老师在学情分析方面的进步

很大，教学采取多元的方法，推动了道德与法治学科立德树人目标的实现。另外，闫丽红老师还就说课的指导

思想和理论依据这一环节进行了指导。

2021 年 4 月 9 日至 10 日，“北师大助力”项目道法学科教研活动于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海城三中举办。

参与本次活动的有东莞市教研员陈礼兴老师、北京市教育学院丰台分院刘润泽老师、北京市房山区教师进修学

校闫丽红老师、汕尾市初中道德与法治学科教研团队曹书华老师及团队成员、汕尾市各中学道法学科骨干教师

近百人。本次教研指导活动包括教学展示公开课、说课和专家讲座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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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陈礼兴老师进行分享 曹书华老师进行总结

【专家讲座】

10 日上午，来自广东省东莞市教育局的陈礼兴教研员以“谈初中道德与法治备、教、学、评一致性”为主

题，陈老师从初中毕业班道德与法治课堂的常见现象和常见操作出发，认为教师应该以教育改革评价为牵引，

提升自身的政治站位。汕尾市初中道德与法治学科教研员曹书华老师进行了总结发言。本次活动效果显著，各

位教师受益匪浅，活动圆满结束。

道法学科全体教师合影

彭玉婷老师说课展示 李俊腾老师说课展示  闫丽红老师就说课环节进行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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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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部分实验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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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实验校项目反馈报告提交情况待改善。

表 各实验校项目反馈表提交情况一览表

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实验校推进反馈03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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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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老师登录使用后没有数据，或数据不全。

2）教师和学生使用智慧学伴的软硬件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改进。

3）教师和学生平台使用情况依旧不是很理想。

2. 针对问题，一些实验校积极探索解决方式，取得了一定成果：

1）附城中学研讨项目管理规范进一步落实；组织教师开展固定教研日的教育活动；根据临界生培养方案，落实临界生培养计

划；“京汕杯”种子教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本校教师深入开展教学教研工作；利用网络平台继续开展教师教学教研活

动以及家校联动的对接。

2）大安中学组织教师统一认识，加强交流，认真学习智慧学伴平台资源与测评，教师开展考评课能主动利用智慧学伴资源，

做到精心组织教学；制定各年级教学质量“及格率”目标，并关注临界生的思想动态和学习动态。董燕丽老师在 4 月 23 日，

参与东海第二中学英语“同课异构”教学交流活动中表现优异，得到同行们的一致好评。

3）东海六驿学校数学、英语教研组召开过“智慧学伴”使用平台的主题教研会。

4）河城二中要求教师每周完成智慧学伴“四全”两次以上，并督促学生完成相应日任务。全年级加强午练；各年级开好临界

生动员大会，班科任激励小会；动员临界生放学后留校学习半个小时，鼓励科任老师到班辅导；备课组有针对性准备午练试卷，

科任批阅临界生试卷；继续发挥学科种子的引领作用，组织好示范课。

5）河口中学多次分级召开教师及学生会议，要求全体师生做到“四全”，同时加大电脑室、平板教室使用力度，七、八年级

智慧课堂开展纳入教学课程表。魏飞娟、朱国勇、林明丽等老师积极使用平台资源，并且河口中学七年级学生利用平台资源

开展学习。数学科组、英语科组和陆河外国语学校进行同课异构交流。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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