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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课同类文本

树状式教研模式的特点是在
分类、归纳、总结的过程中，厘清一
类课文的教学方法、教学模式。比
如诗词类、寓言故事类、神话传说
类、经典名著类、革命题材类等不
同类别的文本教学，在研讨中如果
能总结出规律性方法，就能大大提
高教学效率。

以诗词类文本说课比赛为例，
以赛促研，梳理方法，形成体系：

第一步：教研组团队确认研讨
的文本类别为诗词类，35周岁以
下的青年教师自主选择一课，准备
说课，主要突出呈现想以什么教学

方法来突破诗词类文本的教学重
难点。

第二步：教师准备说课内容、
制作相关课件，以更好地体现方法
运用的过程。

第三步：分批次进行说课展
示，在打分、点评、反思的过程中，
总结出读诵法、想象法、图文对照
法等常用的方法，可以突破诗词类
文本从读顺、读懂、读透到运用的
四个教学重难点。

第四步：利用思维导图，分类、
归纳教学方法，推广运用。

树状式教研模式通过同类文

本说课的形式，意在将教学方法归
类、总结，以更好地惠及更多的教
师，提高教学质量。这样的研讨，需
要调动全校的教师共同参与，可以
在六年的时间里规划好几个系列，
形成更大的研究系统。

“思维导图”在教研模式中的
运用，除了以上四个典型的模式之
外，还可以将几个典型模式变形使
用，或者叠加使用。模式的创新，不
仅丰富了教研形式，更明确了不同
教研内容所可以采用的不同的教
研模式，使得校本教研得以高质量
地发展！

树状式44.. 说课竞赛，梳理方法，形成树系

气泡式教研模式的特点是以
年级段或学段为单位，针对学段的
侧重问题，如低段识字写字教学，
中段段落读写结合教学，高段习作
教学等等，以开发微课的形式，研
讨、制作、使用。以语文教研组低段
的“识字”专题微课为例，团队分
工，合作推进：

第一步：低段一二年级教师围
绕“识字”专题，以6-8人为一组，
开展集体备课。有的小组研究形声
字识字，有的小组研究字理识字，
有的小组研究谜语识字等等。

第二步：团队分工合作，1人或

2人搭档，分别认领任务。写教案、
做课件同步推进，做微课、试微课、
作修改先后推进。

第三步：定型的专题微课，作
为校本教研的特色内容，在语文课
前的“三分钟课堂”播放教学，成为
语文学习的微型拓展课程。

气泡式教研模式既有分工，又
有合作，效率高，实用性强，受用面
广，为校本教研形成特色课程打好
了基础。但是，如何在资源循环利
用的基础上，继续研究修改，将研
究深度化、系统化是需要思考与发
展的方向。

气泡式22.. 专题微课，每人冒小泡，形成绚烂大泡泡

共享
教学

集体
备课

D:试
与改

专题
微课

A:写
教案

C：做
微课

B：做
课件

重点问题
集体备课

教师A
年级段展示

教师B
年级段展示

教师C
年级段展示

教师D
校级展示

校本教研是解决学校教育教学问题，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同时，利用科研手段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促进学生核心

素养提升、教师专业水平发展、学校办学实力增强的重要手段。因此，每所学校都特别重视校本教研的开展。

近几年，我校教师年龄结构呈现中老龄化趋势，导致教研倦怠现象的出现；教研模式过于单一，导致教研新鲜度的缺失；

教师队伍过于庞大，更是导致校本教研的实效低下的重要原因。如何突破校本教研的瓶颈？创新教研模式或许是一个切入点。

流程式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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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式教研模式的特点，是能够清
晰地呈现研讨的整个过程，层层推进，不
断优化。例如在研讨二年级下册《小马过
河》时，分五步推进：

第一步，以年级段为单位开展集体
备课，重点讨论图文结合的文本，如何进
行对话教学和复述教学，从而敲定第一
稿教案；

第二步，由教师A在年级段进行课
堂展示，全体年级段教师听课、评课，针
对教学内容的繁杂进行了修剪，基本定
下课的框架；

第三步，由教师B进行年级段展示，
在听评课中针对对话教学，如何抓住提
示语以点带面地教学进行讨论；

第四步，由教师C进行年级段展示，
重点对复述故事时，图、关键词语、对话
如何互相链接展开讨论，至此课的两个
重难点逐步得到落实与突破；

第五步，由教师D在校级教研活动
中进行展示，为了达到预期效果，教师D
很可能会进行两到三次的研磨。

当然，针对不同研讨文本，中间的三
步流程可以适当缩短或拉长，以达成教
学目标为准。

流程式教研模式在全员、全程的参
与过程中效果不断优化，不仅能深度剖
析教学上的重难点问题，更能明显提升
教师的课堂教学技能，是校本教研的基
础模式。但是，它的缺点是研讨的战线
拉得较长，适合学期中的教学重点问题
研讨。

桥状式教研模式的特点是方
便进行类比或类推，在比较中发现
教学的内在逻辑与规律。它很适合
同课异构教学、同作家文本教学、
同题材文本教学、文本的不同版本
比较教学等，目的就是为了在比较
中获得更大的收获。

以语文三年级下册习作五《奇
妙的想象》为例，一个年级组分为
两个小组，进行比较教学：

第一步：两个小组各自为政，

备好教案，做好课件，为课堂展示
做好准备。

第二步：课堂展示的同时，两
组成员展开课堂观察。针对“导入
新课”“初读感知”“研读重点”“总
结拓展”等几个板块的内容进行比
较观察与记录。

第三步：通过“针锋相对”地剖
析优劣，A组更侧重例文写法的迁
移运用，B组更侧重利用思维导图
梳理思路、展开想象。因此，在融合

和优化之后，敲定更优的方案。《奇
妙的想象》可以利用思维导图梳理
例文写法，再用同类导图固定发散
思维，梳理文章思路，最后细化导
图，展开想象讲述故事。

当然，桥状式教研模式可以在
比较中融合优化，也可以在比较中
优胜劣汰，可以同课异构，也可以
同课同构，货怕比三家，课更是如
此。桥状式教研模式，是培养新教
师快速提升教学水平的有效途径。

桥状式33.. 课堂观察，两队过桥，细剖优劣

A课：方法与效果

导入新课 初读感知 研读重点 总结拓展

B课：方法与效果

我校开展“思维导图”研究已经有8
个年头，从“思维导图”融入科学教学，到
推广与深入到其他学科，再到应用于校
本研训之中，“思维导图”的图示思想已
经深深根植在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之
中。利用图示思想创新教研模式，从而改
变我校的教研面貌、教研质量是我校亟
待要走的路。

经几个学期的研究实践，我们创新
了以下四种校本教研模式，为提升校本
教研品质起到了较好的效果。现以语文
教研组为例进行具体阐述：

现代金报 明州教育 A11
2022年9月2日 星期五 责编：张亮 万建刚 美编：张靖宇 审读：邱立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