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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与实施  

教育改革实验的核心在于课堂教学的改进。自 20世纪 70、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大

量的学校提升计划、学校改革项目都以课堂教学的改进为突破口。同时，绿色教育越来越成

为一个引领教育发展的概念。中学语文课堂教学改进行动研究，遵循“绿色教育的基本内涵”，

即尊重生命，遵循人的成长规律和教育规律，在课程、教学、德育、管理、校园文化建设等

各方面坚持自然与社会、科学与人文有机联系，运用科学的教学行为和方法，以促进师生生

命价值共同提升为目的的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教育。课堂改进的立足点，是尊重学生

的人格、生命价值、改善学生成长的环境，促进其可持续性发展。 

石景山区中学语文课堂教学改进行动研究，根据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将大学的学术资

源和区域教育发展的实践资源相结合，探索面向未来发展的教育实验行动。其实施采用大学

与中小学直接合作的方式，强调大学专家组、石景山区教研员与一线教师的共同探讨，将目

前课程、教学改革研究领域中的新精神、新成果与从事教学实践的教师们分享；引导教师们

通过课例研究和行动研究，探索达到“绿色课堂指标”的途径，形成“以科研促教学，以教

研促课堂”的院校合作方式；从解决一个个具体的课堂教学问题入手，提高教师研究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将研究成果由 12所实验校向全区辐射。 

本研究以石景山区六所实验校（三所初中、三所高中）的语文课堂教学改进为基点，以

中学语文课堂教学流程的设计与实施为载体，展开系列主题行动研究和专题备课组建设工程，

力求构建中学语文高效课堂教学流程，促进学生综合能力可持续发展，促进教师综合素质的

可持续发展，促进区域化语文教师研修能力的可持续发展。 

二、思路与方法 

在广泛借鉴国内外教师专业发展模式及教育行动研究模式的基础之上，课题组提出了四

步走的战略，即“前期调研——了解现状”“集中培训——满足需求”“合作式主题行动研

究——促进教师专业从‘个体向群体’发展”、“备课组工程——促进教师专业从‘团体向

区域’发展”。 

（一）总体研究思路 

以中学语文课堂教学流程的设计与实施为载体展开行动研究，在文言文教学、写作教学、

现代文阅读教学、古诗词教学四个教学领域，通过同一教学内容的三次教学流程改进实践，

探讨教学内容的科学化、教学策略的精细化、教学行为的艺术化，以期构建科学高效的中学

语文课堂教学流程，探索教师专业发展的新途径。在此基础上，通过备课组建设工程，使全

区各校语文备课组的教研活动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学术化，具体来说就是各备课组能根据

需要选取研究专题、能科学设计活动方案，能自主营造学术氛围，能形成符合本校师生发展

的的个性化科研流程，走上语文教师专业素质的自觉发展之路，探索区域化语文教师专业发

展模式。 

（二）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文献搜集与分析主要从三个维度，首先是研究背景的相关文献，主要涉及国内外教师知

识理论、教师专业发展理论等；其次是相关研究的一些重要文献，如流程再造理论、PCK理



论等的研究成果；再次，较为重要的是语文教师 PCK发展研究理论和教师实践性知识发展研

究理论，尤其是舒尔曼、范良火、朱晓民、陈向明等相关研究成果的文献，为后续研究方向

的准确性和研究空间的延展性，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另外有关行动研究的理论及研究成果，

为本研究的实施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2．合作式主题行动研究法 

本研究采用的合作式主题行动研究法主要借鉴了国内外行动研究的过程操作模式，比如

凯米斯的“计划、行动、观察、反思”模式，以及上海市教育科学学院顾泠沅教授及其团队

提出的“行动教育”的基本模式等，结合石景山区学校、师生的具体情况及项目的具体要求，

从 2010 年 11 月至 2012年 6月，进行了四次主题行动研究。行动研究的目标是：在四大教

学领域，基于案例分析为教师提供个性化的课堂改进方案，构建高效课堂教学流程，探索符

合石景山实际情况的语文教师专业发展模式。最后通过备课组建设工程，使主题行动研究向

纵深发展，使研究结果辐射全区，促进石景山区语文教师专业的整体发展。 

主题行动研究基本流程如图 1所示： 

 

图 1 

后续备课组工程活动流程如图 2所示： 

 教师提供原始教学设计 
 

基于原始教学设计的集体备课 
 

第一次教学实践及研讨——教学流程的合理性 
 

第二次教学实践及研讨——教学策略的精细化 
 

第三次教学实践及研讨——教学行为的问题及修正方案 

阶段成果总结及汇报 



 

图 2 

这种研究方法有三个要点：一是强调开放式合作。行动学习小组滚雪球似地不断的扩大，

每个专题研究，不仅当下的执教教师参加，上一个专题的要求继续参加，下一个专题的要求

提前进入，本校的老师积极参与，非实验校的老师也积极参与。研究真正做到了包容并蓄、

博采众长、差异互补。二是研究主题具体明确。研究始终以相应主题的课堂教学为载体。三

是质性、量性研究方法的综合。本研究针对不同主题下的具体研究对象，采取师生访谈、调

查问卷、学生学业水平测试、案例分析、比较、统计等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三、特色与创新 

（一）建构中学语文高效课堂教学流程 

本研究着眼于语文教学四大领域教学流程的设计与实施，分别是基于自主学习的文言文

教学流程、基于思维训练的审题作文教学流程、基于批注法的现代文阅读教学流程和基于诵

读的古诗词教学流程。文言文教学流程以学案为支点，学习任务自主化；以个体为基点，学

习方式多元化；以“主问题”为焦点，思考探究统整化；以生成为重点，学习成果资源化。

审题作文教学流程以活动为平台，思维活动自觉化；以交流为重点，思维活动过程化；以体

验为核心，思维活动深刻化。基于批注法的现代文阅读教学流程关注学生的阅读初感，强调

学生的主动思考，注重学生的逻辑思维和个性表达。基于诵读的古诗词教学流程以诵读为核

心，强调诵读与各教学环节的相互关系。所有教学流程强调适合石景山区实际情况、适合石

景山实验校师生，具有鲜明的区域化个性化特点。同时，具有科学性普适性高效性，针对大

众化的语文教师和语文教学有一定的“保底”和“示范”之功效。 

（二）探索区域化教师发展模式：“个体—团队——整体” 

课改十年来，区域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逐渐成为教师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且研究

维度呈现多元化。本项目中区域化教师专业发展模式从“个体到团队”主要体现在主题行动

研究上。在行动学习小组有目的有计划的组织下，针对语文学科的某一教学主题，以某一教

师的课堂教学为载体，从教学设计、教学实施到课堂评价进行连环跟进的行动学习-行动研

究-行动展示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行动学习小组成员不断扩大，执教者不断吸收来自

行动学习小组内部各成员的行动改进建议，经过反思和认同，不断尝试体验新的教学行为，

 研究主题 

研究流程 

文献搜集、整理、阅读 

文献阅读研讨会 

研究方案 研究流程 

 

教学实践研讨会 

全区研修经验交流 

示范课 研究课 

学生后测 学生前测 

教学设计研讨会 

教学反思及教学案例分析  

适合本区本校备课组的科学规范的研修流程 



逐步形成相对合理的教学流程和相对优越的教学策略，并以丰富多彩的形式把“行动风暴”

的成果与同行分享，力争使语文教师个体专业改进向团队发展。 

从“团队向区域整体”发展模式主要体现在备课组建设上。聚焦某一备课组，通过全程

参与其教学科研活动，培养集体专业发展的意识，刺激集体专业发展的内在需求，提高集体

专业发展水平，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集体专业发展模式。引领和促进更多备课组参与教师的

专业发展，完成一个从团队到整体的区域化教师发展模式。 

（三）探索“一体化”语文教师专业发展途径 

课题组认为基于群体智慧的课堂教学流程的多维立体改进是语文教师专业发展的最直

接最有效的途径，并探索出“一体化”语文教师专业发展模式：“立体转换”循环模式——

“层级渐进”更新模式——“艺术融合”呈现模式。 

“立体转换”循环模式的主导思想是教学内容科学化，主要环节为显性内容知识的确

定、隐性内容知识的发掘、隐性知识显性化、显性知识内隐化，每个环节各有其核心要素

促其运行。“层级渐进”更新模式的主导思想是教学行为经济化，其核心要素为教学活动

的合理安排和教学策略的精细打磨。“艺术融合”呈现模式的主导思想是教学要素艺术化，

其核心要素为学习成果的计量和教学成果的展示。 

（四）初步研制中学语文课堂教学改进评价方案 

课题组根据主题行动研究及备课组建设工程中的课堂教学改进实践，初步制定了中

学语文课堂改进评价方案。课堂评价指标从教师和学生两个大维度出发，教师维度分

为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行为四项，学生维度分为学习过程、学习成果、

学习习惯三项，每项又分为 4 个表现层次，表现层次 3 就是绿色课堂评价指标的最高层次，

也是课堂教学改进的目标。 

如表 1 所示： 

表 1 

维度 项目 表现 

教师 

教学目标 

3 教学目标准确，并向学生做了具体说明 

2 教学目标合理，但未向学生说明 

1 有明确的教学目标，但定位不准确 

0 没有明确的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 

3 教学内容选择准确、丰富，能够有效达成教学目标 

2 教学内容选择合理，有助于教学目标的实现 

1 有选择教学内容的意识，但内容选择不够合理 

0 没有选择教学内容的意识 

教学过程 

3 教学过程流畅，各个教学环节关系清晰，能够有效达成教学目标 

2 教学过程合理，各个教学环节能够衔接，有助于教学目标的达成 

1 能够完成各个教学环节，但教学过程的组织不够合理 

0 教学过程存在问题，不能达成教学目标 

教学行为 

3 教学行为具有艺术性，能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有效推进教学过程 

2 教学行为科学合理，符合教学的一般规律 

1 教学行为基本合理，有些地方违背教学的一般规律 

0 教学行为不合理，很多地方违背教学的一般规律 

学生 学习过程 3 积极参与教师组织的学习活动，能够独立思考、深入交流 



2 能够参与教师组织的学习活动，按照要求完成学习任务 

1 能够在教师的提示下参与学习活动，在教师帮助下完成学习任务 

0 不参与教师组织的学习活动 

学习成果 

3 学习成果能够达到教学目标的要求，呈现形式规范 

2 学习成果基本符合教学目标的要求 

1 学习成果与教学目标有关联 

0 学习成果与教学目标没有关联 

学习习惯 

3 在课堂学习活动的各个环节均显现出良好的学习习惯 

2 在课堂学习活动的某些环节显现出良好的学习习惯 

1 在课堂学习活动中既没有显现出良好习惯，也没有显现出不良习惯 

0 在课堂学习活动中显现出不良学习习惯 

以上呈现的是“中学语文绿色课堂”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在不同的教学内容、不同的

课堂形态下，均需将指标体系中各个项目的表现具体化。针对不同教龄段的教师，对教学行

为的具体要求也有所不同，具体可拆分为提问追问能力、讲析能力、活动组织能力、诊断评

价能力、完善改进能力等等。 

四、成效与影响 

本研究成果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在实践中效果显著。 

（一）书面成果不断涌现 

共有 14篇文章在报刊杂志上发表。 

见表 2： 

表 2 

 论文题目 作者 发表刊物 刊物期数 

1 2011 年高考论述类阅读文本特点评析 王广杰 中华活页文选（教师版） 2012、08 

2 抵制多元泛读 倡导一元精读 王广杰 中华活页文选（教师版） 2012、03 

3 古诗词教学策略研究 林秀艳 语文教学与研究 2012、11 

4 培养学生文言文自主学习能力的思考 纪秋香 中国教师 2011、08 

5 超越表层交流 走向深度合作 吴欣歆 语文教学与研究 2011、13 

6 作文是思考结果的自然呈现 吴欣歆 语文教学通讯 2011、16 

7 探求作者“诗情”之源 林秀艳 语文建设 2012、01 

8 以“批注法”提高现代文阅读教学实效的思考与实践 张  菁 中国教师 2012、09 

9 对高考语文基础知识考查的反思 王广杰 语文建设 2012、02 

10 语文教师 PCK 的内部要素及其动态关联分析 林秀艳 中国教师 2011、23 

11 阅读探究题备考需强化四个意识 王广杰 中学语文教学 2012、04 

12 自主学习言文并重——《邹忌讽齐王纳谏》教学设计 单淑玲 中学语文教学 2012、02 

13 作文教学：作前指导课怎么上 吴欣歆 中学语文教学 2012、01 

14 中学语文课堂教学流程研究 郑国民 现代教育报 
2012年 9 月 3

日第 99 期 

（二）示范辐射作用 

研究成果在教学实践中也充分发挥了示范辐射作用，主要表现为四个层次：由执教教师

本人辐射带动备课组、由备课组辐射带动学科组、由学校学科组辐射带动全区学科组、由实

验区域（石景山区）辐射到非实验区域（门头沟区、顺义区），实验效果反映极好。 

（三）中高考中成效显著 



在近两年的中高考中成效显著。中考成绩稳步提高，2012 年最为突出，具体表现为三

个方面：一是及格率差距最小。15所学校及格率在 94%以上，及格率的普遍上升反映着教学

基本任务的有效达成。二是优秀率提高幅度最为明显。先进校确实体现了其优势的地位，而

普通校也取得了质的飞跃，优秀率的可喜突破反映着教学水平层级的提升。三是超过和接近

区平均成绩的学校数量持续增多。校间差距的缩小反映着区域整体水平的提高。高考语文成

绩有历史突破，石景山区文、理科平均成绩均超过了北京市平均成绩，学生文言知识掌握情

况明显好转，文言阅读能力有所提高，大多数学生写作规范，写作思维的构建与运用能力有

所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