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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海中学的五大联赛在宁波
一枝独秀，数学更是其中的翘楚。
2011 年来到镇海中学工作的陈
科钧，已经成长为数学竞赛金牌
教练，带出过多名国家集训队成
员。

今年是陈科钧带竞赛生的第
六年，他同时教一个创新班。六年
里，前几年做的是助手工作，跟着
成熟的教练老师熟悉竞赛教学内
容，自学竞赛需要的补充知识，做
大量竞赛题。成为一名真正的竞
赛教练，对陈科钧来说，才三年。

“我们是一支非常注重协作
的团队，我们的竞赛教练，基本上
都是学校自己培养的。当助手的
三年，就是跟着师傅学习的三年。
平时，大家资料共享，也会互相探
讨，在暑期竞赛活动期间，在竞赛
比赛冲刺时，竞赛团队成员会相
互帮助上课，带队参加比赛。”

从分管副校长沈虎跃，到有
十多年带队经验的成熟教练，再
到工作几年的年轻教练，镇海中
学凭借老师之间的传帮带，建立
起了一支有梯度的数学竞赛教练
员队伍，也让学科组在全国享有
了很高的知名度。

镇海中学有个广为人称道的
传统：苦老师也不能苦学生。在老
师们看来，学生之所以会感到

“苦”，多半是因为没有找对方法，
走了许多不必要的弯路，最终效
果也不好，自然身心俱疲。要让学
生在学习的时候轻松，老师就得
在“教”上下苦功夫。数学教研组
的老师们就是这么做的，无论是
面向平时的每一堂课，还是面向
竞赛的学生，都尽最大能力做好

“教”这件事。
学校的平台+教研组内引

领+老师自身的素质，最终成就
了我们所看到的种种成绩。在老
师们看来，这个过程中，是大家特
别细致、踏实地做好每一件与教
学相关的工作。或许，这是一种大
道至简。

镇海中学数学教研组镇海中学数学教研组““全家福全家福””。。学校供图学校供图

镇海中学数学教研组分享教学秘笈：

“要让学生学得轻松，老师就得下苦功”

为更好地总结
推广学校教师团队
和学科建设，以及
教改探索、特色教
研活动等好的经验
做法，现代金报与
宁波市教研室联合
开 设《最 强 教 研
组》栏目。欢迎各
区（县、市）和直属
学校推荐优秀教研
组。

上个月，市教育

局公布了宁波市第

十六届中小学教坛

新秀评选结果，镇

海中学张义斌老师

获 高 中 数 学 一 等

奖，全市仅此一名。

事实上，这已经是

镇海中学数学老师

连续三届在市教坛

新秀评选中获第一

名，并获评省教坛

新秀。

今年 1 月，第 38

届全国中学生数学

奥林匹克决赛成绩

公布，镇海中学斩

获 7 金 1 银，其中 2

人 入 选 国 家 集 训

队，1 人满分。再往

前看，连续多年，镇

海中学都有学生进

入数学奥赛国家集

训队。

“这些都是集体

努力的结果，靠单

个老师是远远不够

的。”镇海中学数学

教研组组长周海军

说。今天，我们走进

镇海中学数学教研

组，看看成绩背后，

老 师 们 是 怎 么 做

的。

□现代金报|甬上教育
记者 王伟

“统一进度，不统一难度；统
一课件，不统一教学；统一资料，
不统一作业；统一考试，不统一题
目。”这是高二数学备课组长杨威
曾经对组里教学方式的一个总
结。

充分备课是上好课的前提，
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效果，首先
要抓好备课这一环。一个教研组
下，三个年级有三个备课组，在镇
海中学，每一个教学小单元都会
由一名主备课老师负责，这名老
师会将自己备好的课件发群里，
供组里老师一起讨论、补充，在此
基础上调整、完善，形成优化后的
课件。不同班级的老师在此基础
上，根据自己班级学生情况，适当
增减难度，进行适合本班的教学。

这样的安排，既有利于主备
课老师集中精力，备好自己所负
责的单元内容，也有利于集思广
益，吸取各位老师的长处。

每周三晚上，是教研组固定
教研活动时间。有时候，老师们会
参加学校的活动；有时候，大家就
某一主题开展教学研讨，如新高
考试题等；还有的时候，会安排两
名老师上两堂课，其他老师点评，
共同交流、精进课堂教学。

“我们会把平时教学中遇到
的问题渗透到日常办公、备课和
改作业中进行及时交流，一个年
级的数学老师都在一个办公室办
公，从物理距离上方便大家讨论。
随时随地交流、解决问题，是我们
备课组的传统。”周海军说。

为了提高同学们学习数学的
兴趣，让大家感受数学与生活结
合的乐趣，每年3月，数学教研组
还会举办学校数学文化节。对同
学们来说，可以参加广场活动、建
模比赛和设计比赛，也可以观看
数学相关的影视作品。对老师们
来说，在大约两周的时间内，除了
设计题目，组织比赛，还有学科讲
座、文化漫谈等活动。

这样大型的活动，是一种思
维碰撞。

工作才第二年的戴乐萱，是镇
海中学数学教研组28位老师中，
比较年轻的两名老师之一。“我们
组里的氛围特别好，大家积极向
上，新教师能够得到很好的成
长。”

工作以来，戴老师对两个方面
感受尤深。一方面是组里的资料共
享机制，所有老师积累的资料、作
业、课件全部公开，年轻老师从工作
一开始就能够得到足够的资料支
撑。“这一点对新老师来说真的很有
用，能够让我们站在师傅们的肩膀
上，快速成长起来。”

结对的师傅会毫无保留地把
经验传授给徒弟。“师傅会告诉我
怎么上课，为什么这么上课，他会
来听我的课，指出我好的地方和需
要改进的地方。我也会去听师傅的
课，琢磨适合我的方法。”戴乐萱
说。

另一个方面，组里会给年轻老
师足够多的机会。公开课、说课、
讲座，有合适的机会，尽可能让年
轻老师上。今年3月的数学文化节
上，戴乐萱老师会做一个学科融合
方面的讲座，为此，她做了很多准
备。之前，她还开过“从逻辑角度
解读红楼梦”、用大数据研究作文
等讲座。因为她自己对这些方面感
兴趣，学校就给她提供各种机会和
平台。

“多给年轻老师机会，让他们
多看多听多思多实践，课慢慢就上
得越来越好了。”周海军介绍，除
了校内活动，校外的交流和赛事，
也尽可能让资深老师带着年轻老
师一起参与，在命题、研讨等过程
中，年轻老师自然能有所收获。

对于今年刚获得宁波市教坛
新秀一等奖的张义斌老师来说，团
队精神体现在他参与比赛的整个
过程中。所谓“一人参与，全组动
员”就是如此。张老师比赛时讲课
的内容，组里老师全部听过，然后
大家为他提建议、做参谋，一起来
磨课。参加比赛那天，是上一届的
教坛新秀第一名虞哲骏老师送他
去的，两人在车上一起聊聊天，缓
解一下紧张感。而之前，虞老师也
享受过同样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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