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教研成为教师的需求
   让教师体验教研的快乐 



一、园本研修与传统教研的区别联系

传统教研 校本教研

教研方式 自上而下，服
务于上级，教
师被动参与 

自下而上，行动研究法，
解决实际问题

模式：问题-设计-行动-

反思 

教研内容 强调统一，
（进度、要求、
教案设计） 

内容开放，解决教师自
己的问题，真实问题，
是解决问题的教学研究
活动。 



园本研修与传统教研的区别联系

角色关系 辅助者、配合者、
执行者，没有话
语权。 

 研究的主体，与专

家领导是平等的对话
者。

充满对话和互动。 

研究过程 “教师职业是一种
奉献”被动研究
者带有盲目性和
随意性

 凸现研究的针对性、

实效性，教学和研究
融为一体，要更多地
感受到职业生涯的乐
趣，



二、以教师的工作为研究基础 

1、研究内容与教师当前的工作需求建立联系 

 

l 以案例为载体

 专业引领和行为跟进

 共同经历

 原行为 阶段、新设计阶段、新行为阶段 



二、以教师的工作为研究基础 

案例：一个目标三次演绎  学习5的组成

1、材料5个娃娃  玩法：观察，记录5的组成；
     幼儿反映 : 不好玩;

2、材料蝴蝶花    玩法：摇摇乐  记录5的组成加法
     幼儿反映  : 玩好了;

3、 水果争5 

     材料：水果牌（不同水果、不同数量、不同排列的水果）
   玩法：谁先看到谁按铃，快的赢牌，按错罚1

    幼儿反映   及其专注，欲罢不能。



二、以教师的工作为研究基础

2、从教师的困惑入手，以解决教师工作中
的困难为重点——以问题为本的教研方式

l   从碰到一个含有问题的情境开始 

       铺垫与丰富经验的区别联系



区别 单一性

为某一次教学服务

多向性

多种活动相互联系，
是整体过程中的链

联系 都要找准最近发展
区

丰富经验包含为某一
次活动铺垫

二、以教师的工作为研究基础



在问题“碰撞”中教研与成长

——案例剖析“让热水快快变冷”

上海市南西幼儿园做中学研究小组

徐则民、支爱军



二、以教师的工作为研究基础
           问题的收集 _

问题汇总 问题分类 解决方式

1．如何有效提问?   共性问题，需长期深
入进行研究。

教研组结合开课、讲座、
交流等不同形式帮助教师
解惑。

2．班级中有几个调
皮的孩子，我软硬兼
施，但基本没有效果，
怎么办? 

新手教师的共性问题，
让老教师帮带容易见
效。

   成立“班级常规工
作合作” 



3．有几个家长觉得我

和他们的交流太少，但
离园时那么多家长一起
来，我真的没办法满足
每个家长交流的欲望。
 

  来自于教师的问题，
但教师有能力将其化解，
教研组可以集教师力量
解决

开展”家长工作小技巧
” 论坛。

4．区域活动时，我只

能比较深入地指导一两
个区域，其他区域的指
导怎么办?    

有价值的问题，是当前
幼教领域普遍存在的问
题。

确定课题“区域中的隐
性指导研究”。



三、在坦诚、愉悦的气氛中展开研究

1、对话是校本教研的重要形式

l营造真诚对话的氛围

  让教师的身子动起来,头抬起来，嘴角翘起来，眼

睛对视放光芒



这样的情景是真正的对话互动吗？ 

1、组长激情主持，组员倾听接受

2、骨干慷慨陈词，群众积极复合

3、组员之间相互认同，观点比较趋同

4、组员各有主见，问题不能聚焦……
                                                                                          

                                                                             （ 碰撞与互助）



l华爱华教授认为：

是否有效的园本教研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否平等对话；

二、是否有思想上的交锋；

三、是否有归纳和提升。 



  主持人的智慧与作用

l努力运用“去权威”“破平衡”、“无事
生非”“欲擒故纵”等策略；

l引发组员思想上的碰撞；

l相信教研过程会因互动而精彩，会因互动
而更具有生命力。

                                                 针尖对麦芒



确立共同话题

l 话题是大家感兴趣和值得探讨的  (必要性)

l 话题具有一定的实践或理论价值   （价值性）

l 话题本身能够清晰、简洁地陈   （明确性）

l 话题能够分解为具体的、可供研究的小问题                                              

（实作性）

l 话题所涉及到的具体问题在既定的时间和预确立
共同话题                         （可能性）



倾听和分享

l尊重言者，真心融入，相信每位教师的发
言都是有道理的

l学会容忍和沉默，不轻易打断对方

l关注思维的实际过程，辨清所述问题生成
原因，

l让真知灼见“脱颖而出”捕捉灵感和推敲
语言背后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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