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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员： 

     姓名      行政职务      专业职务       研究专长      工作单位 

李翠平    校长          小学高级教师   教育管理      窦店中心小学 

赵文红    校长          小学高级教师   教育管理      窦店中心小学 

丁建芳    副校长        小学高级教师   教育管理      窦店中心小学 

祝友军    副校长        小学高级教师   教育管理      窦店中心小学 

梅玉林    主任          小学高级教师   教育管理      窦店中心小学 

陈艳军    副校长        小学高级教师   教育管理      窦店中心小学 

李克军    主任          小学高级教师   教学          窦店中心小学 

肖美霞    主任          小学高级教师   教学          窦店中心小学 

郭长娜    副主任        小学高级教师   教学          窦店中心小学 

张福良    副主任        小学高级教师   教学          窦店中心小学 

马俊言    教师          小学高级教师   教学          窦店中心小学 

高波      教师          小学高级教师   教学          窦店中心小学 

田金哲    教师          小学高级教师   教学          窦店中心小学 

侯翠红    教师          小学高级教师   教学          窦店中心小学 

王建华    教师          小学高级教师   教学          窦店中心小学 

 

正文： 

一、 内容与方法 

 ㈠内容 

⒈ “四主”课堂的理性思考 。（包括“四主”的关系是怎样的？为什么要构

建“四主”课堂？） 

⒉构建“四主”课堂实践研究 

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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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帮助我们理清思路，看前人是如何研究的，

已有哪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寻找本课题研究的亮点；采用课堂观察法、试卷分

析法发现问题；采用行动研究法进行“四主”课堂教学模式的研究。 

二、 结论与对策 

㈠结论 

“四主”即“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活动为主线、发展为主攻”。 

教师为主导：倡导教师三通（通课标  通教材  通学生）、三带进（尊重、方

法、激励）、三个转变（理念转变：从“教学生学会”转变为“帮学生会学”；角

色转变：从“传授者”转变为 “平等中的首席”；方式转变：由“传授型教学”

转变为“互动型教学”），真正实现教师由“教会”变为“导学”。 

    学生为主体：教学中坚持以学生发展需要为中心，以学生个性差异为基础，

以学生个性发展为目标，让学生成为课堂教学的主角。 

    活动为主线：教学的过程始终贯穿学生的活动，既有学生隐性的思维活动，

又有学生操作、讨论、合作、交流、展示等显性活动，丰富多彩的学习活动成为

打造课堂的靓丽风景。 

发展为主攻：教学要促进学生的全面、可持续发展，主要包括双基的夯实、

主动学习兴趣的激发、主动学习能力的提高及主动学习习惯的养成，使之成为课

堂教学的灵魂、提质的关键。 

⒈通过此课题的研究，旨在使教师深刻领会课改理念，将理念落位于更加有

效的教学方式中，由“教学生学会”真正转变为“指导学生会学”，创建优质高效

课堂，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让教师在三尺讲坛觅得教育生活的诗意栖居。 

⒉通过此课题的研究，旨在探索一种高效的、全新教学理念下的教学模式，

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愿望，获得主动学习的技能，真正使教育的本质回归学生这

个主体，让孩子在课堂学习中奠基一生的幸福与发展。 

⒊通过此课题的实施，旨在推动我校的课堂教学改革走向深入，进一步提高

教学质量，实现我校"让学生享有高质量的教育"的办学目标，实现学校的可持续发

展。 

㈡对策 

1．用理念做引领 

⑴把课题研究与学校办学理念融合 

2005 年我校依托教育生命理论和教育生本理论，确立了办学理念：“让教育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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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师生的生命质量”。我们将这一理念与构建“四主”课堂的课题研究融合在一起，

突出两大主题： 

其一：我们为师生发展所做的每一件有意义的事，都是在为提升师生的生命

质量做努力。以此鼓励干部教师真正树立主动服务意识。 

其二：要想真正提升师生的生命质量，就要发挥师生在发展中的主体作用，

帮师生走上主动发展之路。 

⑵以目标做驱动 

学校发展目标：远期目标——努力创建北京市农村小学优秀学校    

近期目标——成为房山区农村办有特色小学 

教师发展目标：远期目标——当幸福的教师         

近期目标——当专业自主发展的教师 

学生发展目标：远期目标——品行好 学习好 身体好 

近期目标——做主动的学生 

“四主”课堂构建目标：远期目标——主动高效 

近期目标——培养主动意识和能力 

2．强硬件铺垫基础 

硬件条件是课题研究工作顺利进展的必要保障，我校借助办学条件达市标的

契机，力乘规范化建设的东风，加大学校的硬件建设，使办学条件有了大幅度提

高。 

中心小学的体育、音乐、美术、科学、数学等多个学科的教学器材、仪器均

达到市颁标准，总值 387 万元；各完小均建立了校园网，总投资 19.6405 万元；近

两年信息化建设投入 55.568 万元，计算机 234 台，窦小、芦小、下小达到了班班

多媒体。各完小图书共计 54963 册。 

中心小学在规范化建设中增建和改建项目共计 4969 平方米，总投资 470 万元；

专用教室 11 部，其室内资源配置共计 57.51 万元。 

为提高教育的均衡，为了孩子们有良好的学习条件，市、区、镇、村各级领

导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学校的硬件建设及资源配置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丰富的

资源为为我们探索构建“四主”课堂的研究工作铺垫了良好的基础。 

3．用流程规范管理 

我校在房山区普通小学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综合评价工作中实施流程管理，已

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构建“四主”课堂研究工作中，我们把课堂研究与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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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紧密融合，以流程规范课题研究和管理。教学流程管理、学习流程管理、德

育流程管理、安全流程管理、干部流程管理以及后勤管理流程，让所有部门的工

作有明确的环节、要求及方法。这种有章可循的流程管理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更彰

显科学。 

4．课堂构建落位主动 

构建“四主”课堂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也是我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重

要途径。我校紧紧围绕这条工作主线：把构建“四主”课堂工作与学校整体的管

理进行有机融合，向课题研究要提质的理论基础、实践途径、工作方法、工作实

效。为了扎实、深入地推进此课题的研究工作，我校瞄准干部、教师、学生的主

动发展。 

    ⑴干部“主动”管理 

提高干部学习意识：关键词 “发展” 

发展是需要，责任是保障，学习是手段。 

转变干部工作作风：关键词 “服务” 

管理不仅仅是上传下达，我们提出让“服务”成为管理的主旋律。号召干部

为教师提供思想服务、资源服务、信息服务、理念服务、专业服务。干部的服务

意识增强了。 

探索干部管理方法：关键词 “下沉” 

我们倡导“完小工作法”。每学期有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例会分别在完小召开，

每学年全体专任教师的课至少听一轮，由此保证了我们发现的问题来自一线，决

策的依据来自一线，解决的问题回归一线。 

我们倡导“走动式管理”、“课堂工作法”。干部坐等式办公的少了，深入课堂

听课的多了；浮躁心理的少了，扎实研究教学的多了。 

增强干部管理能力：关键词 “训练中成长” 

•明确干部能力：领悟、执行、计划、统筹、学习、协调、合作、指挥、指导、

应急十大能力。 

•具体训练策略：四大方法 

会议训练法：用系统梳理、重点培训、充分交流惊醒训练。 

论坛训练法：结合专题专项思考进行训练 

课堂训练法：利用课堂主阵地，训练干部的专业领导能力。 

成功训练法：不断总结，反思，感受成长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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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教师“主动”成长 

    抓意识  让教师想干事——形成主动发展氛围 

我们依据马斯洛需要理论（生存需要，发展需要，精神需要），给教师提出了

十项建议引领教师发展方向。开展了以“为今天我还在做教师找足理由”为主题

的讨论活动，以课改新理念引领教师发展，促使教师走自主发展之路。通过讨论，

教师逐渐自醒、自知，明确了干事是基础的生存需求，认真干事是职业的责任需

求，干成事是事业的发展需求。以“教师成长册”为载体，鼓励教师自我分析，

自我定位，明确自主发展方向，制定具体措施，并进行自我评价，从而彻底解决

教师发展的原动力问题，形成了自我教育、主动发展的氛围。   

抓培训  让教师学干事——学习构建“主动”课堂的方法 

以校本培训为主线，坚持专家引领和校内自培，围绕“四主”课堂，切中教

师全方位的学科专业能力。 

抓课堂  让教师会干事——构建“四主”课堂 

我们引领教师深刻思考“继承与发展”、“传统与创新”的关系，借助“四主

课堂”这个抓手，教师们明确了教学要在“转变师生关系，转变教与学的方式，

夯实双基，培养习惯”几方面下功夫。教师在课堂中能较好地做到：关注学生（以

学定教），讲得精练（顺学而导），训得实在（选准点、有层次、求综合），顾的全

面（智利因素和非智力因素），交流到位（网上教研）。教学理念落位了，课堂气

氛活跃了，教学模式创新了，课堂实效增强了，教学水平提高了。 

备课：在这个教学流程的关键环节上，我们进行了突破性的改革。 

突破之一：内容全面。备课包括课标备课、全册备课、单元备课、课时备课、

复习阶段备课组成，教师的备课更全面了。 

突破之二：直击弱项。课时备课中，我们增加了几项训练项目：知识点（或

训练点）的提炼、知识（或训练）的链接、教学流程设计、教学环节的设计意图。

通过这样的备课，教师整体、系统把握教材的能力增强了，教师不仅清楚了教什

么，怎么教，还清楚了为什么这么教；不仅清楚了学生怎么学，还清楚了为什么

这么学，找到了新理念与教学设计的结合点。 

课堂：真正将理念融入学校的各项工作之中，真正用点滴的细节诠释“以人

的发展为本”，这种融入，这种诠释，既是一种持之以恒的渗透，也是一种持之以

恒的感悟，慢慢的这种积累将发生一种质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一种不可估计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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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作风  让教师实干事——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提倡教师工作中要守朴，坚守住教育的本质、规律，朴实无华。提倡教师工

作中要创新，但不是片面地追求标新立异，指导教师将先进的、鲜活的理念植根

于具体的教学行为之中，就是最实际的创新。 

抓成功  鼓励教师自信干事——解决成功问题。 

近几年，我们涌现出一批批主动发展的成功案例： 

骨干教师队伍强大。我们的有涉及六个学科的市骨 9 人（调走 3 人），占全区

的小学市骨六分之一。区骨 4 人。校骨 27 人。 

体育、语文、品德社会三个学科的群体发展：体育学科有市骨 2 人，校骨 3

人；语文学科市骨 2 人，区骨 1 人，校骨 7 人；品社学科市骨 1 人，区骨 1 人。 

抓住这些群体与个体的典型，让教师建立自信。 

    ⑶学生主动发展 

    夯良好品行  

德育是五育之魂，课堂是实施德育的主阵地。我校将德育贯穿于学校工作的

全部过程之中，贯穿于“四主”课堂，追求教书与育人相统一，活动与载体相统

一，实现学生健康、快乐、全面的发展。 

抓显性课程：学科德育、德育课程 

活动课程：载体－校本课程、课外小组 

夯习惯养成  

小学阶段在人的一生中正处于播种时期，因此在播种思想、播种知识、播种

行为的同时，必须重视播种良好习惯。 

在平时工作中，我们在“四主”课堂构建过程中坚持“知行统一”的原则，

以《窦店中心校行为习惯 25 条》为标准，加强学生的养成教育，注重良好习惯的

培养。 

途径之一：学科教学 

途径之二：班级“四自”管理和学生的“四自”建设途径之三：窦店之星评

比 

夯主动学习 

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方法、学

习能力和学习习惯上。 

①让学生明白：学习是自己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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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每人、每班都有激励自觉、主动学习的口号。作为自己对自己的鼓励、鞭

策。 

例：低年级：主动是伴我一生的小天使。 

    中年级：主动学习、快乐成长。 

    高年级：自觉提高效率、主动造就成功。 

③将“自主”训练融入学生整个学习流程 

我校制订了《学生学习管理流程》，从预习、上课、复习、作业、积累、考试

六方面对三个年级段提出不同的具体要求。目的在于让教师清楚每一阶段训练学

生什么，也让学生清楚我应掌握什么。 

⑷以特色积淀品质 

特色文化积淀——主动文化 

内涵发展需要有一种“核”的思想做支撑，那就是文化。因此，在生命理念

引领下的“向课改要质量”，我们赋予了她核的精神支撑，那就是“主动”思想。 

为了体会“主动”的内涵，多种方式进行诠释（下定义、找反义词、近义词、

词语搭配、名言警句）。 

为了找到一种主动的工作动力，我们提出：感到有困难就是力量不足，需苦

练内功；感到有麻烦就是方法不对，需勤学善悟。 

    为了倡导主动反思的方法，我们提出：找理由不如找差距，找借口不如找方

法。 

正是多年的主动思想的渗透，主动方法的习得，主动思想和主动方法慢慢地

积淀成一种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散落在学校的各个角落，融化在学校的各项

细节，这种散落、这种融化经过时间的洗礼、磨炼将积淀成一种我们的校园文化，

那就是主动文化。 

为了提升教师的主动发展意识，我们把教师的发展目标定为发展自主、教育

智慧。 

为每位教师设置成长册，指导教师制定三年发展规划，倡导教师在“四主”

课堂构建过程中追求三实（真实、朴实、扎实）=优秀的教学质量。 

为了提高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我们将自主学习的训练融入整个教学流程和

学习流程之中。 

为了积淀学生主动学习能力，我们将“主动”文化落位课堂，积极构建主动

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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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课程建设——校本课程 

 

 

我校开发校本课程共 30 项，其中含自主开发校本课程“家乡风情”包括《多

彩的民族》和《大眼睛看窦店》，国家课程校本化延伸课程共两大类（“健体益智”

和“艺术修养”）28 项，以体育、艺术项目进课堂和微课程的形式实施，安排在国

家课程的体育、音乐课时和每天的短课时里。28 个项目中的体育、艺术进课堂项

目是根据教师特长、各完小实际情况和学生年龄特点安排在四所完小1——6年级，

由本校教师或外聘教师授课，每周 1——2学时。校本课程以学生实际获得为核心，

以提高学生课程兴趣、自主学习能力和综合素养为目的，通过学校自评、上级评

价、社会反馈、家长评价等多种方式，努力取得工作实效，体现培养目标。 

三、成果与影响 

㈠学校在发展 

几年来，我校确立了“双轨制”、“双特色”的办学思路、明确了三级课程各

自的功能定位、健全了三级课程体系、创立了“三主”教育模式、构建了“四主”

课堂教学模式。学校被确定为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试验项目学校，被评为

北京市课程改革先进学校、北京市校本课程建设优秀校、房山区教学管理先进集

体，连续十六年获得房山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综合评价一等奖，六次获得房山区

人民满意标兵学校。2011 年 11 月我校的《校本课程》荣获 2010—2011 学年度北

京市基础教育课程建设优秀成果一等奖。2012 年我校的本项成果荣获 2011—2012

学年度北京市基础教育课程建设优秀成果一等奖。 

㈡干部主动管理、主动服务 

成效之一：干部主动发展意识强。 

成效之二：十项能力明显提升的同时，业务指导力进步最为可喜。例：时点、

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成果公报



全程评价中，多次活动评课、导课、打分受到好评。协作组活动分头带组把控能

力提升。 

成效之三：评价成绩明显提升。 

成效之四：服务意识增强，威信建立，管理实效。 

㈢教师主动施教、主动发展 

教师专业发展迅速，先后涌现出 14 名北京市骨干教师，2 人获得紫禁杯优秀

班主任特等奖， 4 人次获得北京市经济技术创新标兵，26 人次获得房山区教育创

新标兵，为房山区小学教研室输送了 3名教研员；50%的专任教师做过区级及以上

研究课、展示课、评优课，累计获奖 1661 项。 

㈣学生主动学习、主动发展 

成效之一：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建立，自主学习习惯培养，自主学习方法指

导，自主学习能力训练融入到学习流程的每一个环节之中。 

成效之二：体现循序渐进的训练过程。例：预习。低年级预习训练重点是建

立意识。中年级预习训练重点是学会方法。高年级预习训练重点是培养能力。尤

其是复习、记笔记等能力训练我们从五年级开始重点进行，为学生初中的学习打

下基础。使今后学生学习应该具备的基础能力得到最有力的关注。 

成效之三：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科学的质量观已初

步形成。 

成效之四：构建“四主”课堂。让学生在主动参与的过程中夯实双基，锻炼

思维，培养创新，享受成功，发展兴趣。 

学生累计获奖 677 项。在“四主”课堂上，学生懂责任、乐参与、习方法、

成习惯、养品质，夯实了双基，获得了主动学习的方法，提高了自主学习的能力，

在“主动”文化的浸润下实现了全面、可持续发展。 

    四、改进与完善 

为了更好地深入构建“四主”课堂的研究工作，我们走进完小，走进教师之

中进行调研，发现以下几点影响了课题研究的进展和效果： 

1． 四所完小发展不均衡，且有差距不断加大的趋势。 

2． 多数教师在同一所学校工作时间过长，工作缺乏拼搏和创新精神。 

3． 学校教研组长普遍年龄偏大，教研工作相对保守，缺乏活力和创新。 

4． 针对课例的研究不够深入。 

针对以上问题和分析，我校采取了以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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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对四所完小教师进行人员调整。把骨干教师、青年骨干力量调往相对薄弱

的学校，起引领和示范作用。 

2．通过建立中心校和各完小微信平台，宣传学校典型事迹和好人好事，传递

正能量，提倡工作创新，营造良好氛围。 

3．针对我校教研组长和完小年级组长年龄偏大，相对保守缺乏活力的问题，

本学年重新调整教研和年级组长人员安排。启用青年教师担任教研组长和年级组

长，牵头各年级课题研究工作不断深入。 

4．在各学科教研组内推广同课异构、集体备课等教研活动，深入推进“四主”

课堂研究工作。 

五、成果细目 

序

号 
内               容 形  式 

1 “小学“四主”课堂构建的实践探索”课题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2 
李翠萍基于“小学‘四主’课堂构建的实践探索”课题论文 2篇 九州出版社发

表 

3 
刘永刚基于“小学‘四主’课堂构建的实践探索”课题论文 1篇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表 

4 

基于“小学‘四主’课堂构建的实践探索”课题教师论文、征文、教学设计国家

级一、二等奖 11 篇  市级一、二等奖 19 篇  区级一等奖 17 篇  各级各类获奖

课共 37 节 

5 
基于“小学‘四主’课堂构建的实践探索”课题的校刊《当主动的学生》、《课改

扬帆》等六种 

论文、征文、

教学设计、

校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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