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毕业班教学聚焦专题复习 三学校联谊注重品质提升

常州市中天实验学校“和合教师团队”建设
建设主题

学校吸纳和合文化精髓，弘扬惠风和畅、和衷共
济传统美德，培育一支德高业精、严谨笃学、锐意进取、
和而不同的和合教师团队。

建设目标
1. 理解并把握和合文化的内涵，明确其对建设四

有好教师团队的作用。
2. 营造人文、民主、仁爱的和谐校园，建设同心

合力、和而不同的教育联盟。
3. 形成和合校本课程，构建和合智慧课堂，建设

一支德高业精、笃学奋进、勤勉踏实的和合教师团队。 
建设内容

内容一 : 政清人和的和谐校园
1. 目标。环境美、身心佳，人际谐、心相印，教书乐、

育人善，质量高、特色靓
2. 要素。人、事、物、景、情
3. 特征。科学、民主、人文、开放、仁爱
4. 成效。学生发展、教师发展、学校发展
5. 解读。具备适应终身发展、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

品格和关键能力；师德的表率、育人的模范、教学的专家；
在文化的进步中走向办学的高境界。

内容二：同心合力的教研团队
1. 目标。和谐  合作  奋进
2. 思路。个性发展，差异成长，整体提升
3. 机制。学术委员会引领、名师工作室领衔、青蓝

工程指导、学科基地主导、教师联盟参与……
4. 策略。新聘教师“入格”培植层（一年崭露头角，

两年初露锋芒，三年出类拔萃）、青年教师“升格”培
育层（成长 : 市区能手，成熟 : 市区骨干，成才 : 市区学带）、骨干教师“风格”培养层（形
成教学个性、建构教学模式、晋升特后特级）。

内容三：和而不同的智慧课堂
1. 概念。在教学过程中“转识成智”，开启学生心智，完善学生人格，促进智慧成长，

提高核心素养的和合课堂。
2. 特征。习得知识的文化课堂，洋溢睿智的理

趣课堂，完善人格的生命课堂。
3. 原则。在能学、会学之际，学生智慧地学；

在需要教、必须教之际，教师智慧地教；在重点、疑难、
易错处，学生智慧地练。

4. 模型。 目标— 知识— 精讲— 求知— 训练— 
反馈— 升华。

内容四：和谐共生的校本课程
1. 课程理念。以“和合” 作为课程研发的文化

理念、方法论和价值观，形成“和谐和美、融合发展”
的课程理念。

2. 核心价值。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课程研发。关注课程目标、内容、实施和评价等要素

的有机融合，具体落实到学生智能培养的课程体系之中，
关注每一个生命成长，尊重差异，和谐共生。

智能基础课程。以“和合文化”的开放意识，赋予国
家课程新内涵，让传统智能学科的课程定位向“传统课程
+”转变。例如，“语文与经典”，丰富语文课程的内容、
形式与价值；“数学与生活”，开放数学课程的资源、渠
道和方法；“英语与交际”，增强学生英语交际的意识、
途径和能力。

智能增益课程。以“和合文化”的创新意识，努力开发增益课程，让传统智能学科的课程内容
向“传统课程 +”转变。例如，在语文学科中，开发系列校本课程：《语之形▪成语硬笔字》《语之
韵▪成语千句文》《语之文▪成语作文》……

智能个性课程。以“和合文化”的包容意识，立足社团活动，拓展智能个性课程，让传统智能
学科的课程选择向“传统课程 +”转变。例如，七彩书画社、春诵夏弦朗诵团、阳光合唱队、绿茵
足球队……让每个学生“来有所学，学有所得，得有所长”，努力成为“全面＋特长”的优秀学子。 

内容五：和衷共济的教育联盟
联盟目标：理念共享、管理共享、资源共享、成果共享
联盟方式：学科组共同体建设、骨干教师成功经验分享、

合作培育名优教师
联盟路径：两抓（师德和师能）、三中心（教学实践中心、

德育管理中心、教育科研中心）、六工程（关爱学生工程、道
德教育工程、 典型塑造工程、激励凝聚工程、制度创新工程、
评估保障工程）

评价机制：形成性评估和终结性评估相结合、重点性评估
和一般评估性相结合、多元化的教师团队建设评估机制。

创新之处
1. 区域性：和合教师团队与领衔人人正在主持的省乡村骨干教师培育站、市名教师工作室为“一

体两翼”关系，不仅培育本校教师，还辐射到常州 30 多所初中校，业已成为教师发展的区域模式
和经验。

2. 新颖性：和合教师团队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教师团队建设融为一体，与办学主体的企业精
神、学校品质一脉相承，与智慧课堂构建、学校课程建设等同步实施，颇有新意，具有较强的独创性。

3. 融合性：和合教师团队不是诸位教师简单的异质
拼凑，而是两种以上异质教师之间的融会整合，是教师
个体在奋斗目标、价值追求等方面高度统一基础上的紧
密联系、彼此互依、互化互生的和谐团体。

4. 懿德性：和合文化以“人的发展”为终极关怀，
“徳”是贯穿其发展始终的价值理念。因此，和合教师
团队强调修身养性，注重人际和谐，强化责任意识，推
崇奉献精神，崇尚包容品质，从而使全校师生达至真、
形成善、实现美。

5. 生成性：和合教师团队是民主、和谐、宽松的，
思想自由、不受约束，相互影响和促进，彼此进行思想观点的交融和碰撞，产生新思想和新观点。同时，
每一个个体在保有自己思想独立的同时，又吸收、接纳、消化不同观点，出现新生成。

和合教师亮风采    和合团队共成长
12 月 13 日，2021 年常州市中小学（幼儿园）一级、高级教师专业技术资

格评审结果公示：常州市中天实验学校的朱丽娜、张梨老师成功晋升中小学高
级教师职称，袁桂友、余银爽、王教波、蒋海霞、曹娜、周静、许丹丹、李盛曦、
滕雨、陶丹、姚莹 11 位老师，成功晋升中小学一级教师职称。

1 月 6 日，第八批常州市中小学特级教师后备人才、第十批常州市中小学
教坛新秀和教学能手名单正式公布，常州市中天实验学校的蒋小春老师被评为
市特级教师后备人才，余银爽、庞惠康老师被评为市教学能手，姚莹老师被评
为市教坛新秀。

12 月 8 日，常州市教师发展学院举行“新时代教师发展学术论坛暨常州市教师发展学院二十周年庆”活动，
常州市教育局副局长俞群祥、中共常州市委教育工委书记梅向东、常州市教师发展学院院长房宏均出席并发言。

在活动中，对常州市重点培育“四有”好教师团队进行表彰并授牌，常州
市中天实验学校申报的“和合”四有好教师团队名列其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祖先曾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文化，而和合文化
正是这其中的精髓之一。”“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
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常州市中天实验学校充分吸纳和合文化精髓，弘扬惠
风和畅、和衷共济的传统美德，致力于培育一支德高业精、严谨笃学、锐意进取、
和而不同的和合教师团队。学校将以本次表彰授牌为契机，继续大力建设教师
团队，为实现“中华名校”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和合”好教师团队晋升为常州市重点培育四有好教师团队

为进一步提升教育集团凝聚力，共同提升毕业班教育教学质量，12 月 23-24 日，常州市中天实验学校、常州市
新北区小河中学、常州市新北区孟河中学三校以专题教学为特色，联合开展“迎期末复习 促质量提升”毕业班教学
工作研讨活动。来自三校的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政史学科的 80 多位教师相聚中天实验学校，共同探讨“双
减”背景下的毕业班复习教学新思路、新举措。

语文朱晶晶老师的作文研究课《意高而文胜》，独具匠心，精彩纷呈，其显
著特点为：第一，勾连内外，逐层递进；第二，读写训练，有法可依；第三，以
生为本，合作共生。

语文迟晓旭老师的作文研究课《实中有虚》，思路清晰，内容丰厚，可以概
括为三大特点：第一，板块清晰，循序渐进；第二，虚实相生，意境优美；第三，
以写促读，读写共生。

数学鲁鹏老师的专题复习课《二次函数背景下的面积问题》，亮点颇多，可
以用“三个注重”概括：注重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作用、注重提升学生的总结归
纳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

数学王思琪老师的研究课《二次函数背景下的三角形相似问题》，由浅入深，
层层递进，体现特点为螺旋上升多变式、以不变应对万变、强化学生主体性。

英语吴琼老师的研究课《定语从句复习》，可以用一个“合”来概括，具体
体现在课堂设计合理、习题类型综合、不同文化融合。

英语朱思悦老师的复习研讨课《中考新题型“六选四”》，敢为天下先，与
众不同：身体力行，举一反三；独辟蹊径，妙趣横生；推陈出新、别具一格。

物理黄晓庆老师的研究课《电学——档位问题》，最大的特点是“精”：
回顾基础知识“精细”，拓展延伸内容“精准”，创新电路设计“精巧”。

物理耿玉静老师的研究课《额定功率与实际功率》，构思巧妙，新颖别致，
具体表现在：循循善诱，层次分明；学以致用，提升自信；激发兴趣，探索未来。

化学马安霞老师的复习课《金属的性质和应用》，给人以“暖暖”之感，
具体体现在：一“暖”，氛围温暖；二“暖”，课堂暖和；三“暖”，升华暖心。

政治姚莹老师的研究课《文明与家园》，教学设计有高度，课堂教学有深度，
课程资源有温度。

历史孔筱璠老师的世界近代史复习课《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设
计新颖，可以用一个“新”来概括，具体表现在板块设计新、课程理念新、
技术运用新。

本次校际教学研讨活动，不仅目标明
确，主题鲜明，实效性强，而且增进了友情，
加强了横向联系，受到了全体教师的充分
认可。他们纷纷表示，期待着明年春天再
次相聚，再次研讨，再次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