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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化学名师工作室建设
魏香三

(安徽省蒙城县化学名师工作室安徽省蒙城县第二中学233500)

名师工作室是名师成长的摇篮，是名师成长的助推剂。安徽蒙城县化学名师T作室在各方大力支持下，

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作为主持人，结合自身的经验谈谈对化学名师]二作室的认识和思考。

1理念引领方向

化学名师工作室成立之初，我和成员满怀热情、积极主动地开展各种活动，但随着活动的开展，感觉理论

知识贫乏、方法理念陈旧。经过各成员的认真反思，一致认为必须更新理念。化学名师工作室给各成员订阅

了《化学教育》、《化学教学》、《中学化学教学参考》等期刊，赠给大家窦桂梅的《做一名有专业尊严的教师》、朱

永新的《走进最理想的教育》、袁梦的《专家型教师的成长之路》等书籍，经过成员认真的学习和交流，各成员
明确了自己的方向和目标，给自己进行了准确的定位。

2教研提升素质

名师的引领和示范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教研，只有在教研中才能使各成员得到锻炼和成长。在蒙城县

教育局教研室的大力支持下，化学名师工作室积极开展各项活动，如送教下乡、送教到薄弱学校，承担市县的

课改工作及市县中高考研讨会等，每一次活动都有主题、有内容，形式多样。化学名师]二作室还要求成员在
每一学年内上1节公开课、开1个专题讲座、写l篇教学心得，年终进行总结和评比。同时化学名师丁．作室

还承担着l项省级科研课题“高中化学探究性实验校本课程的开发和实施”，1项市级科研课题“模型建构与

化学课堂教学有效性的研究”。另外有10多篇论文发表在国家级、省级期刊上，1项基础教育成果获安徽省

三等奖，“高中化学探究性实验校本课程的开发和实施”课题成果《高中化学探究性实验》已出版发行。经过
各成员的共同努力，他们在教学、教研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素质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目前有1人被评

为安徽省首批中学正高级教师，有1人被评为毫州市特级教师，有1人被评为毫州市学科带头人，有2人被

评为毫州市骨干教师，有3人被评为亳州市教坛新星等，在2012--2013学年化学名师工作室被蒙城县委、政

府授予“教科研工作先进集体”。

3成果辐射课堂

“根植于课堂，服务于课堂”是化学名师工作室的宗旨，化学名师工作室为落实新课程理念，积极开展行

动研究，T作室成员走进农村学校、薄弱学校、优质学校听课，研讨课堂教学改革，以身示范，上公开课，201 1

年4月我在蒙城八中上了I节“一种重要的混合物——胶体”公开课，课后所有参会教师都参与了点评，大家
一致认为：这样的课堂教学高效，能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经过化学名师T作室成员的讨论和论证，外H{

参观学习，寻找适合我县的课堂教学模式。目前蒙城八中已作为安徽省课堂教学改革的试点单位，我的I节
课“铁及其化合物的氧化性或还原性”被收录在安徽基础教育资源网首届名师讲堂中；在课堂教学改革中，毫

州市电视台以“一节特殊的化学课”进行了专题报道。

作者简介：魏香三，男，1964年出生，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安徽省蒙城县化学名师工作室主持人，现就

职于安徽省蒙城县第二中学。邮箱：weixiangsan@sohu．corn。

壅壹兰i鳢生塑墨!茎室：
在2012—2013．学年度教科研工作中，

成绩显著，棱评为先进集体。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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