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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中学语文教研组

读写为本，致力于师生内在素养提升
在 省 内 众 多

老 牌 重 点 中 学 语

文教研组中，余姚

中 学 语 文 教 研 组

如翠玉在匣、含而

不露，身怀绝技的

“武林高手”不少。

学 导 式 学 习

管 理 模 式 创 始 人

李仁国老师，阅读

推广人、余姚市作

协 理事程载国老

师，散文创作者沙佳

老师，小小说评论专

家陈宜伦老师，古

体诗歌写作能手姜

宁宁老师……26名

成员，横跨老中青

三 代 ，精 耕 细 分

领 域 ，帮 带 互 学

促成长。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樊莹

通讯员 黄徐辉

在学校的管理工作中，教研组的建
设意义和地位，一度陷入尴尬。为教育
行政服务？为分数服务？余姚中学语文
教研组在20多年的研究摸索中，确立
了“基于专业成长需要结成的读写共同
体”目标。

今年6月即将退休的李仁国老师，
是千禧年后上任的语文教研组长，在任
16年，正好处于教研组性质与功能从传
统走向现代的关键期。

“教师是传道者、授业者，也是管理
者、组织者，如何在多重角色中自如切
换？学科文化建设显得尤为重要。”这位
老组长提到了一本沿用了20多年的工
作手册———由他亲自操刀编制的《高
中语文学导式学习管理的研究与实践》。

这本手册聚焦语文老师中存在的
因袭陈规、松散教学等问题，把企业管
理的理念和方法创新性地融入日常教
育教学工作，建立可操作性的管理体

系，有效引导学生从他管、互管到自我
管理的境界。

“当年这一做法在宁波普通高中学
校中还是首次。”李仁国老师特别提到
子系统中的《余姚中学语文学习自我管
理册》，从思维发展的高度宏观构筑“读
写”系统工程，以读促写，以写促读，与
学生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老师从中学
有所长、教有特色、思有所述。该研究成
果被市域内外多所学校借鉴、学习。

别看组内年龄结构跨度大，年长的
60后，年轻的95后。但一有什么教研活
动，常常是老中青三代帮带互学。

“每学期一册的教学理论书籍主
题学习，已坚持5年；两周一次的教研
组学习活动，每次都设专题，有专人发
言；凡有教学教研课，组内成员互评互
议……”现任组长程载国老师谈到大家
达成的默契，无论是备课、上课还是反
思、总结，教师们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以阅读为例，为什么这件事对语

文教师专业成长很重要？该读哪些书，
怎么读？面对年轻教师的困惑，经验丰
富的老教师言传身教。

“备课备不出，都是书没读够的缘
故。”这是老组长李仁国老师在提点年轻
教师时总爱唠叨的一句。只要是他上课，
课件最后一页基本上都是推荐书目。他
在指导徒弟时也爱开读书书目，要求徒
弟围绕某一两个专题去把书读透。

程载国老师也是十多年来坚持做
两件事——陪着学生读书，带领老师

读书。2012年，他出版了一本专著，书
名就叫《陪你开卷》。

唐志红老师以“书痴”冠之也不为
过，家里阁楼上藏了五六千册图书，每
晚读书到深夜。袁英老师一有闲暇就
捧起书本，将书中的知识恰到好处地
穿插于教学中，让语文课堂情趣盎然。

在浓厚的学习氛围熏陶下，年轻
教师从“逼”着读、领着读再到抢着读，
专业水平的提升过程也正是与书本由
疏远到亲近的过程。

“在这个温暖有爱的大家庭，聚集
了一群有趣的灵魂。”从教仅三年的
闻人金滢老师细数道，组内前辈们从
不摆架子，哪怕年龄相差二三十岁，
都是以兄弟姐妹相称。他们喜欢“玩”
中做学问，强调生活处处有语文。

“李仁国老师对古今文字、传统吟
诵很有研究，有次他外出，发现一寺庙牌
匾上面的字很生僻，于是用手机拍下发
到群里。一下子，群里热烈讨论，而这交
流的过程也正是语文教学积淀的过程。”
组内沿袭的教学研讨风格，深深影响了
闻人金滢老师。平时对语文和文学研究

感兴趣的她，也朝着这方面钻研，希望能
将教研成果和教研方法反哺于教学。

在余姚中学语文教研组内，总会产
生一些有趣的“化学反应”。没有人牵线
搭桥，没有隆重的拜师仪式，周安民老师
和黄欢儿老师一起编书，一样热衷于与
学生为伴。程载国老师和任澜老师，在语
文教研和课外读书上携手共进，程载国
老师负责读书会的约书活动，任澜老师
负责读书会公众号文章的推送。

组内还有几对有意思的同龄党。
无话不说的好闺蜜沙佳和潘昭娣，一
个拿到浙江省优质课一等奖，一个拿

到宁波市教坛新秀一等奖。欧晓先和
邱玉凤，一个外向，一个内敛，却同样
执著于古诗词教学的钻研。吴盼盼和
姜宁宁，年纪轻轻，却多次在宁波市级
的教研活动崭露头角，她们的优课双
双被评为部级优课。

近年来，不少教师迅速成长，成为省
地市有一定影响的教学骨干。目前，全组
教师26人，其中省教坛新秀1人，宁波市
名师2人，宁波市学科骨干教师3人，宁
波市教坛新秀10人，余姚市名师3人，
余姚市学科骨干教师6人，余姚市教坛
新秀16人。

余姚是阳明故里，余姚中学以“知行
合一，止于至善”为校训，在近90年的办
学历程中逐渐摸索出了一条以阳明文化
为主要载体的优秀传统文化学习路径。

“新课程背景下，我们教研组根据
学生需求和年段特色，整合地方文化
资源与语文读写活动，开发了一系列
与阳明文化相关的课程。”程载国老师
列举道，如每位高一新生都能选修的
省精品课程“王阳明诗文赏读”；面向
全校学生编印的校本教材《致良知读
书》上、下册，每周四的微型课，由教师
或学生领读学习。

此外，李仁国老师开发的“中华古文

字研习”，陈宜伦老师开发的“小小说研
读”，陈思怡老师开发的“茶文化研习”，周
安民老师开发的“穿越文言文的丛林”等
省、市级精品课程，通过“玩转”语文课堂，
激活学生思维，也是广受好评。余姚中学
语文组还启动“良知语文”课题探索，旨在
将语文教育与生命、生活关联，提升语文
学科的学习效率。

这些傲人的教学实绩还转化为教
科研成果，奉献同行。2020年9月，程载
国老师的“《乡土中国》系列公开课”被
网易公开课官网收录为精品课程，课程
播放量达到32万人次。组内还完整开
设《乡土中国》整本书阅读课，这在宁波

市乃至省内都是走在前列的教学实践。
2021年，这群教师承担起人教社

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专题设计、课件开
发和课例录制任务，共完成95个专题
设计、教学课件和16节示范课录制，受
到业界的关注和好评。

“优质的语文教学是校园文化建设
的助推者，更是建设者。未来，余姚中学
语文教研组的老师们在做好本职工作
的同时，继续投身校园文化建设，巧结
资源串联课堂内外，丰富校园动态的文
化活动，如已建成的阳明书屋，让学生
在‘日用而不觉’中受益终生。”程载国
老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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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强教研组

创新语文教研模式 引来许多学校“取经”

老中青三代帮带互学 取长补短促成长B

“玩”中做学问 聚集了一群有趣的灵魂

打造校园“良知文化”教学实绩转化为教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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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仁国编制的工作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