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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教育局为工作室授牌

范永梅名师工作室于2018年9月南南通市教育局批准组建，是以

南通大学附属中学、江苏省南通第一中学、南通市第一初级中学i所学

校志同道合的初、高中物理教师组成的高端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工作

室立足初高中物理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按“深研究、重实践、同发

展”的建设理念，彤成了“共生、共创、共研、共享”的团队文化氛同。

公众号二维玛

工作室领衔人范永梅教学展示

工作室领衔人范永梅是正高级教师，南通r盯第一初级中学校长书记，兼南通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第}Jq、第五期江苏省“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T程”培养对象，获汀苏省五一劳动奖章。南通市学科带头人，南通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南通市“四有好教师”团

队领衔人，获汀苏省基础教育成果奖一等奖。被聘为苏州大学硕士生导师，南通大学教学实践指导专家。存22年的高中物理教学

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科学探究循真向美”的教学主张。从回归物理学科学习本源J斗J发，基于立德树人大背景，强调以实验为载

体展开学习，以问题为线索探究规律，注重实验与思维有机融合，倡导科学探究的学习方式，追求师生共，E共创的课堂文化，培

育学生循真向美的物理素养。

构建科学探究范式。《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2017版)强调：物理学基于观察和实验，建构物理模型，应用数学等T具，通

过科学推理和论证，形成系统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基于物理学科特质，科学探究既是物理学习最重要最基本的方式，亦是物

理学科核心素养培育的重要方面，在具体实施中，要以培养创新精神为日标，坚持问题与探究相互促进；要以经历科学探究为手

段，坚持实验与思维有机结合；要以打通学科与生活的通道为路径，坚持知识与生活紧密联系。基于此，初步构建厂科学探究教

学的基本范式：创设情境——合理猜想——科学探究——知识建构——应用提升。

激发学生创新创造。科学探究教学以学生实验为基石：{{，要求教师在教学中不应仅仅满足于创造条件让学十动手实验，还应创

设情境让学生自己设计实验来发现物理概念和规律。课堂上需要教师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_}l=学生亲身体验到通过自

一

身努力获得知识的快乐，开拓学生的思

维领域，培养学生研究问题的科学方法，

激发学生创新创造。从过度关注“物理

知识教授(内容)”转变为更多关注“物

理知识的学习(过程)”，不仅}r学生知

道什么，更关注学生怎样才能知道，促

进学生对知识的动态建构，引领学生

“循真向美”，积极参与科学探究活动。

工“’jf，)-k Jx，，j，1：7‘r学7i，]?i二．；÷。’jjl_活一々

创设团队研修平台。工作室以初高中物理教学研究为主阵地，立足教学实际，聚焦初高中物理探究教学及课程开发．通过开展系

列行之有效的理论学习、读书分享、课题研讨、课堂观摩、专家培训、送教支教、交流访谈等教育教学理论和实践研究活动，搭

建促进中青年教师专业成长以及名师自我提升的发展平台，使T作室成员既有共同的发展愿景，又有各自独特的教学特色和发展

规划，都能在一定区域内成为教学名师，起到辐射、引领、示范的作用。

工作室围绕教学主张进行读书分享

T作室的高品质发展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会摒

弃急功近利，以学习为支撑，以课堂为根本，以教师和

学生发展为目标．不断回归育人初心，不断探索教育真

谛，我们会一直存前进的路上!

工作室地址：江苏省南通市星城路3nf)号 电话：0513 5900881

《物理教师》主编、苏州大学桑芝

芳教授指导课题研究

网址：wwW zgtdfz．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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