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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期
乐山市五通桥区教师进修学校

编 2024 年 5 月 8 日乐山市五通桥区教育科学研究室

乐山市五通桥区教师发展中心

聚焦课堂促发展 视导相融共致远
——五通桥区 2024 年春季初中组教学视导情况综述

为进一步强化教学管理，加强教学质量监控，切实提升我区

教育教学质量，乐山市五通桥区教育科学研究室初中组全体成员

对全区十一所初中校和一所集团办学初中部进行了历时一个多

月的教学视导工作。

本次视导结合《乐山市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学质量综合评价方

案》和《五通桥区中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方案（2023 版）》的要

求，采用分层诊断双向评价模式，重点聚焦“素养导向下学生学

习方式变革”在课堂教学中的落地。通过专项资料检查，检查了

学校“双减”“五项管理”、教学管理、教师教学常规执行情况、

教研活动、教学评价、课题开展等情况。同时，教研员通过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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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听、评课，一对一交流，与教研组集体座谈等方式共同研讨

学科课堂教学。最后，全体视导成员与各初中校交换意见，现场

下达视导结论。

现将本期教学视导情况综述如下：

一、专项资料检查方面。

1、亮点：上期视导检查出现的问题有所改进。

大部分学校在表册设计、资料收集和整理方面均根据学校实

际情况做了调整，资料准备充分。佑君初中根据课标中学习活动

观的要求，设计新的听课记录，帮助教师关注教学活动的创设。

大部分学校十分重视质量分析。不仅有学校整体的质量分析，

还有分项的质量数据报告。金山初中在质量数据上进行多角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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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还具体细化到各年级、各学科、各班级，以及每位教师，

且改进措施详实、具有可操作性。

教研工作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呈现出学校发展特色。比如，

冠英学校设计了初中学生目标进步书、青年教师培养与课题研究、

公益素养校本课程、“小初融入式”教研案例校本课程。

2、存在问题：

教师规范意识不够。部分教师的备课本和集体备课记录没有

标注日期。个别教师的计划、总结和质量分析较笼统、空洞，缺

乏针对性。

学校的管理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部分学校管理日志填写不

规范，没有完成每学期对教师教学常规规定检查次数。学校的培

优辅差工作存在两极分化的现象。做的较好的学校针对校情，制

定了符合本校生源的培优辅差计划，并设计了针对性活动，做了

详实具体的记载。而做的较差的学校缺乏过程性材料，没有及时

总结反馈。

各校的听课记录也存在较大差异。部分学校的听课不仅要求

根据课型来听，还要求用不同颜色的笔或不同符号对教师授课流

程进行适时评析。而部分学校不仅听课数量不足，也没有按规定

填写听课记录，存在编撰听课记录的情况。

3、改进建议：

各校需狠抓常规管理，注重细节落实。对教师的计划、总结、

备课、作业批改等重点环节进行精细化、可量化的要求，并帮助

教师进行规范化操作。同时，要有针对性的对各自学校的教育教

学管理工作做好回顾总结和反思，杜绝每次检查都出现相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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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

二、学科教学方面。

1、亮点：

部分学校管理层深入教学一线，与教研组一同听、评课，进

行教学研讨，了解学情和学校教师教学现状。比如：竹根初中、

金粟初中等。部分学科教师有较强的学科素养，能积极发扬自身

特点，教育教学效果突出。

2、存在问题：

大部分的教师对新课标的理解和学习不够，没有认真研读新

课标，没有根据新课标的要求来指导教学，还存在“教师一言堂”

的现象。部分学科素养较强的教师没有发挥其辐射引领作用，停

留在自我学习、自我进步的阶段。部分学校校内学科教研活动形

式较单一，研讨内容缺乏核心素养和课改理念的探索，还存在闭

门造车的情况。

3、改进建议：

建议学校为教师个人配备新课标，同时，加大课标的学习力

度，做到紧跟时代发展需求。学校要建立健全优质教师的发展和

引领机制。教研组要沉下心来真正思考校内教研活动的形式，设

计符合本校学生和教师发展的教研活动。

综上，本次教学视导，各学校提炼出了亮点，找到了不足，

并不断整改完善。相信，通过这样扎实的视导工作和各学校的不

断作为，将会使我区的教育教学更上一层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