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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团结、奋进的集体——沈宏柱化学名师工作室

“沈宏柱化学名师工作室”由安徽省肥西县委人才办和肥西县教育局联合命名，由安徽省肥西中学的沈

宏柱老师(安徽省特级教师)主持。于2010年4月挂牌成立．学员是来自肥西县三河中学、官亭中学和肥西中

学等校的化学教师。该工作室主要开展的工作如下：

l制订总体工作方案，分期计划实施

(1)以集中研讨的形式进行了2次专题会议，学习上级有关文件精神，统一思想，理清工作室工作总体目

标及各学员的具体成长目标。明确T作室主要任务及各学员的研修要求，制订并通过了《沈宏柱化学名师工
作室工作方案》和工作室日常活动的管理办法。(2)按学期制订了具体的工作计划。确定各阶段培养措施，搭

建网络平台，并及时进行了总结与反思，力求务实、创新，有步骤地开展了引领、交流与合作的系列活动。

2引领业务发展。不断促进提高

(1)从师德、师风建设人手，强化成员的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意识，重温中学教师道德行为规范的有关文

件，学习国家、省、市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研讨课改理念与现实存在的问题，激励成员敢于挑战、争当名师。

主持人就“教师角色的定位”、“教师业务的提升”、“怎样进行教学反思”、“如何由经验型教师向研究型学者转

化”等论题给学员们作专题讲座并研讨，力求提升本室成员的基本素质和理论修养。(2)以课堂教学为主阵

地，狠抓学员的业务基本功。先后辅导并安排学员在肥西县举办了20多节课堂教学研讨课，有效地提高了

全体学员的课堂教学能力和水平。(3)以“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设法提升成员业务水平。邀请安徽省

教科院、肥西县教育局中教室多名专家作学术报告；前往合肥一中等名校观摩化学课堂教学，赴西安参加“全

国新课程中学化学探究性学习研究成果交流暨培训会议”。(4)通过撰写、交流、修改教研心得和论文，不断

提高学员们的理论修养与研究能力。T作室每位成员发表或获奖的专业论文均不少于2篇。(5)以课题研

究为重要抓手，积极开展教育科研课题的研究。沈宏柱主持的省级教育科研课题“高中化学必修模块(人教

版)教学中实施科学探究7的研究”，有效地丰富了学员们的研修内容，培养了学员们的教研习惯，得到了专家
们的高度评价，并已结题。

3加强合作交流。发挥辐射作用

(1)通过听课、评课活动。加强了肥西县中学化学教学的校际交流。(2)吸收安徽省肥西中学化学教研组

的大部分教师参与课题研究活动，加强了中学化学教学研究的县域合作。(3)业务活动及所取得的成果，对

肥西县中学化学的教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尤其是教育科研课题的研究成果，在全县乃至更大范同内将产生

辐射作用。

4工作室取得的主要成果

各项工作有效地促进了学员们的专业成长，每位学员在市、县及校级的课堂教学竞赛中均有不同层次的

获奖。现在，_丁作室的程少春、李立彬已成为合肥市和肥西县化学骨干教师；童庆峰、马娟、朱贵艳已成为所

在学校的化学骨干教师。沈宏柱老师辅导学生参加2013年全国高中学生化学竞赛获得肥西县空前的好成

绩．2010年以来发表7篇论文，4篇论文在安徽省或合肥市获得较高奖次。团结、协作、奋进的沈宏柱化学名

师T．作室的业绩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和业内人十的普遍称赞

左起：程少春、李立彬、沈宏柱、童庆峰、朱贵艳、马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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