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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网络越来越多的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应用网络资源开展教研活

动，提升教师专业化水平已经成为教师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我们是一个涉农

区县，地域广，大多数学校规模比较小且分散。根据我区学校的实际情况，充

分利用我们现有的网络资源，我们开展了各种各样的网络教研活动，包括网络

直播会议、网络集体备课、网络试讲研讨、网络展示交流等区域教研活动。通

过各种活动的开展，我们深深的感到应用网络教研能够实现优质资源共享，能

够有效促进区域教师专业化均衡发展，进而促进区域教育的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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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网络技术迅猛发展，网络越来越多的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对于

广大教师来说，应用网络资源开展教研活动，提升教师专业化水平已经成为教

师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 

我们是一个涉农区县，地域广，大多数学校规模比较小且分散，单轨制学

校不在少数。学校同年级同学科开展不了教研活动，因为这些学校同年级只有

一个班级，任课教师也只有一名教师，学校教研活动只能是同学科的教师一起

教研。又因为这些教师们在教学内容上没有融合点，所以教研效果一般。随着

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我区所有学校都装备了校际网络同步教室，能够实现最多

异地四所学校同时语音和视频交流，和面对面的效果一样。可以集体备课，可

以网络试讲，可以听课评课及展示活动等等，为我们开展网络教研活动提供了



硬件保障。 

根据我区学校的实际情况，充分利用我们现有的网络资源，我们开展了各

种各样的网络教研活动，包括网络直播会议、网络集体备课、网络试讲研讨、

网络展示交流等区域教研活动。     

通过各种活动的开展，我们深深的感到应用网络教研能够实现优质资源共

享，能够有效促进区域教师专业化均衡发展，进而促进区域教育的均衡发展。 

一、在网络集体备课活动中传播学科知识的内涵，提升更多教师的学科专

业水平。 

我们通过“石墨文档”实现教师与教师之间文字的交流，我们通过“微信

群聊”实现教师与教师之间语言和视频的交流，应用上述两种工具就可以实现

教师异地、同时语言和文字的即时交流，和现场交流完全相同。我们实践中参

与网络集体备课的有四所学校，其中有镇内中心校，也有镇内边远学校，其中

三个学校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原来这些学校的教师没有机会参与同年级同学

科教研活动，现在通过网络教研，将这四所学校的同一年级同学科的教师聚到

了一起，且都在教师自己本校，实现了即时说课、评课、研讨的过程。在实践

中老师们受益匪浅。如英语学科的教师在网络集体备课中，一位教师说到 a 和

an的用法，如果单词的一个字母是元音字母，就在这个单词前面加定冠词 an，

如果单词的一个字母是辅音字母，就在这个单词前面加定冠词 a。这时，另一所

学校的老师纠正道，不是单词的第一个字母是不是元音字母，而是单词的第一

个字母是不是发元音。这一细微的差别，学生收获的可能谬之千里，有的老师

也许会这样错误着教上一辈子。同行的简单提醒，可以解决教师和学生一生的

问题。还有数学学科，集体备课老师们在讨论过程中，也提升了教师对学科知

识的理解和认识。比如：在备课《公顷和平方千米》时，提到了平方厘米、平



方分米、平方米每相邻两个单位之间的进率都是 100,，公顷和平方千米之间的

进率也是100，那么为什么平方米和公顷之间的进率是10000呢？对于这个问题，

有的老师可能从小学到现在教书一直也没思考过，只是通过死记硬背记住而已，

如果继续把这样的知识强硬的塞给学生，那岂不是恶性循环。但通过备课和老

教师的交流，老教师向大家介绍了，在平方米和公顷之间还有一个面积单位“公

亩”，只是“公亩”不在法定计量单位内，所以教材中没有涉及。但像这样的知

识，我们也可以向学生进行普及，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集体备课为新教师

解决关于学科知识的问题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尤其是新入职的教师，可以说，

她们对学科知识的理解和认识都很浅薄，有很多问题也不知道如何去和学生讲

解说明。然而，通过和教师们集体备课，通过与各位教师和教研员的集体讨论，

让他们在很多时候都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 

还有其他对学科知识的深度认识，比如怎样让学生经历统计的全过程，齐

读与默读各有哪些作用和应用的时机的研究等等。教师们在和异校教师的交流

中，开阔了个人对知识的认识视野，提升了个人对学科知识的内化，这是因为

网络教研让更多的教师，有机会参与更全面、更深入的教研活动，让更多的教

师业务水平得到提升，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教师专业水平均衡发展。 

二、在网络课堂展示中研究课堂教学，提高更多教师的课堂教学水平。 

我们通过“校际网络同步教室”实现了在线网络试讲活动和在线网络展示

活动。教师们可以在本校即时参与听课、评课活动，实现了即时交流，和现场

教研没什么两样，没有任何障碍。在线网络试讲活动是组内研究的途径，大家

共同探讨关于课堂教学中的经验与不足，及时交换意见。在线网络展示活动是

课堂教学成果扩大化的途径，全区教师均可参加，共同分享教研成果。通过网

络教研活动，实现了教学研究和教学成果展示的全过程。我们参与实践的四所



学校研究的主题是“学案导学”，每周二语文学科，每周三数学学科，每周四英

语学科，当天下午第一节课进行网络试讲活动，由一名教师在本校的校际网络

同步教室主讲，其余的教师均在本校的网络上听课。第二节课教师们应用校际

网络同步教室或者微信群进行说课和评课，即时交流，可以通过音频交流，也

可以通过视频交流。我们在研讨的过程中教师们探索出了学案的设计方法，教

师们都能独立设计一份可操作性强的学案。教师们还探索出用学案的方法。在

课堂教学中如何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进而改变教师的日常教学面貌。教师们

听课、评课、思考、交流、学习、实践等等，各种各样的教师研究行为均在网

络教研中实现并亲身经历。再加上教研员的精心设计和指导，教师们对学生的

认识，对教材的认识，对课堂的认识均有大幅度的提高。教师们也是在经历的

过程中得以成长，认识改变了，潜移默化的改变着自己的教学，更利于学生的

成长，让边远小学的教师们更有许多惊叹。我们的研究成果不一定是前瞻的，

高远的，但是在我们研究的区域内是四所学校最高的成果，实现了向我们区域

内最高水平靠拢的目的，促进了区域内的教育的均衡。 

三、在网络交流分享活动中展示研究成果，拓宽了更多教师研究空间和研

究意识。 

有了研究成果，我们通过天津市基础教育网络教研平台所提供的各种方式

向全区分享，面向所有学校，实现优质资源共享。我们通过平台中的评比板块，

建立了“宁河区小学导学案库”。 

       



研究小组研究出的可操作性强的学案都上传到天津市基础教育网络教研平

台上，形成了我们研究小组的成果库。库里的内容全区教师可以随时浏览，随

时下载，随时参阅，优质资源分享到全区。研究小组的教师将自己的学案传到

网上又是一件很值得重视的事，这么大的一个平台，面向全区的教师，所以老

师们有了一些压力，自己设计的学案一定要多推敲，多研究，进一步推动了教

师研究的积极性。上传平台的文件，大家也是共享使用的，大家都要下载印发

给学生，在阅读其他教师作品的同时，教师们对学案的认识也快速提升。依照

别人的做法，修正自己的做法，大家共同提高。展示平台，促进了我们研究工

作的发展。 

我们还通过平台中的“活动”板块，开设了各种研讨活动，教师们在研究

的过程中随时有反思均可上传到活动中，即时的感受，即时分享给全区教师，

有关于学科知识的，有关于学生成长的，有关于课堂教学的，有关于教师个人

感受的等等。 

         

其他的教师们看到参与研究的教师的一言一行，他们会有什么感受？会不

会想到：这些人是在做着什么，这些人有他们自己的不同的想法。我们是不是

也研究一下？实践试试？通过参与教师的分享与交流，希望能够使更多的教师

拓宽自己研究的空间，强化更多的教师的研究意识，进而有更多的教师参与到

我们的网络教研活动中来，让网络教研发挥更大的作用，有效的促进区域教育

均衡发展。 



四、在参与网络教研活动中促进了教师专业化成长，同时也收获了教师的

职业幸福感。 

网络教研拉近了几所学校之间的距离，打开了边远学校教师的眼界，实现

了优质资源共享，促进了教师专业水平的提升。我们参与实践的过程中，我们

也收获了更多的感恩。这一群人，因为网络教研走到了一起，共同走过了人生

百年中的一年或几年，彼此因为人生中增加了网络教研，增加了新的朋友，增

加了教学研究的话题，所以这段人生画卷颜色不同，更不相同的是大家在一起

讨论和思考的问题，不是生活中更多的家长里短，而是教育教学，这样的问题

在人生讨论中不是很多的。我们的交流也许没有那么高深，没有那么长远的谋

略，但是我们这一群人实现了我们的教学水平向我们区域内最高水平逐渐靠近

的目的，我们这一群人面对我们的问题，有了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我们

是幸福的，我们都感恩彼此，相互支持，更感谢网络教研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

距离，实现了更多的教师通过网络接触到并参与创造更优质的教学资源，提升

了教师们的专业水平和职业幸福感。 

我们正处在网络发达的当今社会，我们每一天都身处网络之中，网络已经

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用好网络工具，开展网络教研，让学校教研

工作扎实有效的落实，切实提高学生的学科素养， 提高教师的专业化水平。未

来已经到来，只是尚未流行。让我们更多的教师共同努力，从我们每一个人做

起，促进区域教育均衡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