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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工作室——漳州市高中化学教研的有力补充
陈新华

(漳州市普通教育教学研究室福建漳州 363000)

漳州市高中化学名师工作室是漳州市教育局在2012年3月组建的首批12个名师工作室之一。领衔人

是漳州市名师陈福盛，其余4位成员中有2位是教研员，2位是一线教师，都具有先进的教育理念、较强的专
业引领和培训指导能力、较强的教育教学能力及研究能力、丰硕的教学研究成果。3年来，工作室全体成员

心存使命意识，工作富有激情，工作方向明确，精诚团结，不断锤炼业务，充分发挥名师的示范、引领和辐射作
用，有力地推动全市高中化学教学教研更快、更好地发展。3年的工作周期将满，回顾过去，我们收获颇丰；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百倍。

1工作室活动回眸

(1)送教下乡。这是名师工作室为基层学校提供的最务实的工作，自工作室成立以来，多次送教、送培到

农村学校。2012年10月，送教到龙海五中，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初高中化学课程标准研制

组核心成员、苏教版化学教材副主编、福建省化学特级教师王云生亲临现场指导；2013年3月，送教到美丽
的南靖山城，包括2节高考复习课和2个讲座，南靖县各完中校高中化学教师共三十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2013年12月，送教到漳浦三中。这些活动与讲座都深得基层学校教师的高度赞许，起到了传播理念思想、
拨正教学方向、提高教学成效的作用。

(2)指导漳州市高三化学复习教学。除了集体活动之外，化学名师工作室各成员应基层中学的邀请，分

别为漳州市许多学校的高三化学教学开设指导性讲座二十余场；陈新华老师多次为漳州市高三化学教师做
省质检后的质量分析，并提出后阶段复习的努力方向。此外，化学工作室成员还积极为漳州市高三化学教师

做多次的远程教学问题答疑，为漳州市高三化学复习教学质量的提高贡献宝贵的智慧。
(3)开展课题研究。“化学高考复习教学有效性策略研究”为中国教育学会化学教学专业委员会“十二

五”教育科研规划课题，“基于新高考改革的高中化学个性化教学实施的探索”“整合高一化学教学内容的实
践研究”2个课题也获得省级立项。工作室带领课题组成员深人细致地进行研讨，既有集中探索，也有个性

化实践研究，不断取得研究成果。此外，工作室成员还分别承担和参与多个省、市级课题的研究，工作扎实，
且都取得阶段性的成果。

(4)为省内外化学教师培训服务。2013年7月，成员庄家荣老师应邀为福建省教育对口支援单位——

新疆昌吉地区教育部门做了十几天的高中化学教师通识培训；2013年10月，成员陈新华、陈裕森老师为福
建省第二批基础教育(初中化学)万名骨干教师省级培训班全体学员开设专题讲座；2014年7月，陈福盛老

师为龙海市教育局组织的学科带头人培训班开设“高效课堂的构筑与化学教学的优化”专题讲座等。这为福
建省援外工作和省内骨干教师的培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5)参加大型考试的命题。3年来，化学名师工作室成员在高考命题、省质检、市质检工作中做出了积极
的贡献。工作室领衔人陈福盛老师自2009年福建实施新高考以来已连续6年参加福建高考理综化学试题

的命制，有着丰富的命题经验；陈裕森老师参加2014年福建理综化学高考命题；其余成员多次参加省质检、
市质检试题的命制。

(6)参加市级教研成果鉴定工作。在服务基层教学的基础上，高中化学名师工作室发挥学科教研的相对
优势，经常性地协同漳州市化学学会开展教学研究与评价工作。此外，工作室成员还多次参加中学教师课题
申报立项、结题鉴定工作，将教学研究上的积淀服务于漳州市的教学研究。

2工作室建设展望

2014年底，漳州市教育局要求工作室领衔人物色工作室新成员并开展新一周期的活动，总结第一周期

活动的不足并吸取其他工作室的经验，在新一周期的活动中我们决定从以下几方面加强工作：
(1)名师工作室的自身建设颇为重要，应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研读教育教学专著，订阅核心期刊。(2)

加强培养工作室学员，挑选各区域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优秀中青年教师，打造一批新的名师。(3)“请进来”

“走出去”相结合，请相关专家进行指导，并加强与其他各地名师工作室的交流学习。(4)加强网站建设，充实
名师工作室网页，指定精通计算机的工作室成员负责，不断地丰富其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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