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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房宏名师工作室"的行走足迹
岛 宏

(江苏省常州市第二中学213003)

1工作室的组建及管理

(1)组建程序：工作室领衔人递交方案，正式申报；常州市教育局组织专家考核；领衔人拟定招聘要求，在全市招聘成员；签
订协议，正式挂牌运行。

(2)管理制度：工作室针对领衔人和成员都制定了明确的制度。在管理模式上，采取档案管理制度，利用成长管理手册，帮

助各成员制定3年发展规划，积极为他们搭建展示才能的舞台，开展“引路子⋯‘压担子⋯‘搭台子”的培养活动，对成员施以诊

断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的同时，重点进行形成性评价，加强考核，重视考核评价的激励功能和导向功能，坚持集体活动和个别

指导相结合，激励成员自主发展。

2工作室的定位及目标

领衔人的定位是成为成员“工作中的伙伴、生活中的好友、前进中的后盾、研究中的引领”。工作室的定位是“根植于课堂，

服务于课堂”，立足教学第一线，紧随课改步伐，落实课程理念，开展行动研究。

目标是力争使丁作室成为培养全市优秀化学教师的重要发源地，成为优秀化学教师的向往地，成为“研究的平台、成长的

阶梯、辐射的中心”，为优秀教师实现自我价值提供机遇，促进青年教师迅速成长，同时为学校教师专业发展提供针对性指导

与个性化服务；希望通过3年的学习和磨练，让教师成为课改的推进者、教研的探索者、教学的引领者、师德的高尚者，成长为

个性鲜明、具有终身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新型教师。

3工作室的活动及成效

(1)在学习中提升。首先是加强学习，提高成员的科研素质和理论修养。工作室每年都为各位成员订阅各种核心期刊，购

买有关的教学理论书籍，推荐、转载了很多教育教学前沿的优秀文章放在工作室博客上供大家自学提高，要求大家每学期至

少通读1本教育教学理论专著，并撰写学习心得，用以指导自己的教学实践。定期组织专题学习和研究，开展读书沙龙，读书

笔记(索引、摘抄、反思、体会)的交流讨论，营造出浓郁的研究氛围，并充分发挥博客的作用，相互探讨，共同提高。其次是以课

题研究为主要抓手，加强对成员们课题研究能力的培养。3年中全室10名成员完成基于课题的教学设计及论文50多篇，完

成高中化学必修和选修模块共5本30万字的学案编制和修订工作，打造出了一套深受学生欢迎、专家认可的化学学案，工作

室的课题成果评为常州市基础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

(2)在实践中成长。工作室通过磨课、上课、评课、议课这一系列活动，开展课堂教学研究。把课改理念浓缩到每一堂课，

把课例研讨和课题专题研讨结合起来，每位成员每学期都要开设研究课或公开课，并及时反思，不断进行理性总结。3年中工

作室成员共开设各级各类公开课、研究课50多节，专题讲座30场。3名成员获得常州市高中化学优质课评比一等奖，常州市

青年化学教师学会的会长、副会长及秘书长也都由工作室的老师担任，如今工作室的老师已分别成长为各校的骨干力量，有

的担任副校长，有的担任教导主任或教研组长，引领着各校的教育教学工作。

(3)在交流中进步。工作室成立以来足迹踏遍了省内外二十多所学校。有时是工作室成员送课上门，有时是所到学校老

师开课，有时又是“同课异构”，通过上课、评课、议课，开展课堂教学研究。此外，还走进大学和企业，参观一些先进的设备，领

略现代化工的风采，拓展了视野，丰富了教学资源。工作室的博客上开设了“课题研究”“成员风采”“智慧课堂”“工作动态”

“问题讨论”“化学课件”“竞赛辅导”“高一至高三各年级的试题”“学案和教案”等15个栏目，同行们可以交流信息、畅谈学习体

会、讨论教学中的热点和难点、进行网上议课等，被评为常卅I市中小学十大“我最喜爱的网上名师工作室”之一。

作者简介：房宏，女，江苏省特级教师、教授级高级教师，江苏省人民教育家培养对象，常州市首批名师工作室优秀领衔

人。电话：013915073076。邮箱：czfh702@si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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