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域协同教研，打造“课堂提质”新模式

贵港市港北区教育局

紧紧抓住“自治区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示范区”创建的契机，

全面启动基础教育教学改革。重视顶层设计，形成了以“明确

改革目标——建立教研体系——聚焦课堂研究——总结研

究成效——推广辐射应用”为思路推进教育教学改革的港北

方案，为区域教育质量整体提升的路径探究提供新视角，为

深化区域教研改革、校本教研改革、课堂教学改革提供了鲜

活的案例。

一、明确改革目标

培养学生学科核心素养是新时代国家深化基础教育教

学改革的关键方向，也是当前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核心目标。

因此，港北区教育局以“培养学生学科核心素养”为目标，以

“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课堂教学模式研究”为主题，以教科研

为抓手，深化区域教研、联片教研、校本教研、教师自主研

修等途径，打造课堂提质新模式，以达到区域教育质量整体

提升的总体目标。

二、建构教研体系

由区教育局主导，将教研水平、教育质量处于不同层次

的城乡学校，组建了 7个区域教研联盟，即“城乡教育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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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建立了“区教研室——城乡教育联盟——学区——学校”四

梯次教研骨干教师团队，力求以骨干教师为引领，通过城乡

联盟共研、共建达到共提质的目的。

区教育局从研修主题、研修形式、研修组织、研修预期

成果综合架构，建构了 “12345”教研区域体系，如图：

本教研体系以区县为主导，依托四层级教研队伍开展行

动研修，提升教师专业发展水平，培养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

从而提高区域教育教学质量。

三、聚焦课堂研究

聚焦“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课堂教学模式研究”，由各

学科骨干教师通过文献研究与总结实践经验相结合，深度掌

握学科核心素养的内涵，形成本学科的教学模式，建构了教

学实践样态，如下表：



每个学科的教学模式都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理论

依据、课堂操作程序、课堂评价指标。为老师们提供操作规

范，为在课堂落地提供保障。

以“分层推进实施，教科研带动改革”的工作方式，县区

教研室、城乡联盟、学区、学校、教师都聚焦以上学科课堂

教学模式，通过“训、立、研、展、评”五步研修，从培训提

升、课题研究、教研活动、专家指导、交流展示、多维评价

等途径，扎实推进工作。

四、总结研究成效

（一）建构了四级教研体系，为区域教研、校本教研样

态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架构了“12345”区县域教研体系，激活全域教科研一盘棋，

使教科研有内容主题，有抓手，有方向，有目标，扭转了区

域教研、校本教研弱化的局面，向“范式”转型。城乡教育联



盟架构起相应的教研模式，如 “大圩+武乐”学区联盟构建了

“城乡联盟‘三科三线’‘五步一题’教科研实践样式”；学校也研

发了相应的校本教研模式支撑各学科教学模式落地，如庆丰

覃山小学的“1334”教研模式等，。

（二）研制了各学科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为课堂教学实

施评价提供参考

各学科根据核心素养的维度，采用“教师教学评价+学生

学习成效问卷”的评价机制，研制了初中 10个学科，小学 6

个学科的课堂教学评价指标及学生课堂学习成效的问卷。为

教学评价提供了新的视角。

（三）促进了教师专业发展

“课堂提质”教学改革触动教育思想生成，区域教研、城

乡联盟教研、校本教研推动了教师群体之间的知识交互，促

成了教学改革共同体对学生发展观的深度理解与实践探究。

在自治区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示范区建设与实践期间，共发表

论文 63篇，申报课题立项 400多项，达到“人人有课题，个

个在研究，层层出成效”。

五、推广辐射应用

通过贵港日报社“名师名校长”访谈节目，电视台报道、

市教育局组织的教学研究活动、广西中小学云平台课例展示

直播等途径把港北区域协同教研，打造“课堂提质”新模式的

理论与实践案例以访谈专题、主题发言、互动交流、教研活

动等方式向市内外辐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