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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_80_9C_E4_B8_AD_E9_c38_629255.htm 目前，大部分学校在

教学管理中把教研组仅作为教学行政管理与教师之间的“纽

带”与“桥梁”，而大部分教研组长给自己的定位也只是上

情下达、下情上达的“联络员”，以及教学常规行政管理的

“助手”。这种管理思路及自我定位，导致的最直接最严重

的后果是教研组长依赖性与惰性的形成，隐藏着极大的教学

管理的风险。必须变教研组长的“中间”力量为真正的“中

坚”力量，学校教学管理的效度及质量的提升，才有基础与

保障。 一、“中间力量”的问题何在 教学质量是生命线。教

学质量提高的着眼点与着力点是教研组队伍建设。但是受主

客观原因的影响，在学校教学管理过程中，由于各教研组长

在时间和精力上的投入不同，思考问题的深度不同，导致不

同的教研组在团队建设上出现了较大的差异。有的教研组比

较好地关注人的发展，包括对教师对学生的关注，把“成事

”与“成人”紧密地结合起来，在“成事”中“成人”；教

研组工作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围绕学校的发展，围绕问题展开

；组长对教研组的整体状态及组内教师的情况有比较清晰的

认识。 而有些教研组虽然也制定了每学期的工作计划，但由

于没有清晰的思路、明确的重点，没有核心理念的上下贯通

，所以计划的针对性不强，计划内容的可行性不够。有的教

研组内行政职能和专业发展职能的关系没有理顺，有专业引

领能力的无领导权威，有领导权威的无专业引领能力，导致

这些教研组的处境比较尴尬，教学研讨活动不够正常，往往



流于形式。这些问题的存在，与教研组长“中间力量”定位

的工作状态密切相关。 问题一：教研组长缺乏自主开展工作

的角色意识和整体结构性思维。百考试题整理 不少教研组长

习惯于只担负上传下达，贯彻执行，协调工作关系的任务，

对教研组工作应该如何开展思考不多，缺乏自主开展工作的

角色意识；对教研组要开展的工作及主要问题的认识停留在

点状思维、条状思维的层面，缺乏整体性、结构性思维；对

组内现状的分析不够深入，对本组工作在学校整体工作中的

定位不够明确，没有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的问题，透过事情看

到人的问题。 这样导致的后果是，教研组长缺乏整体的规划

意识，只把教研组工作当作一项临时性的任务，活动中没有

主线和灵魂，没有鲜活的具体措施；缺乏开展组内工作的空

间层次意识，只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或这个专题活动怎么开展

，而面对组内不同层次教师发展的整体推进，研究工作整体

开展的相关性不清楚；缺乏开展组内工作的时间过程意识，

对教研组近期要开展的工作想得比较清楚，但对近期工作如

何发展到中期、远期不清楚；缺乏开展组内工作的主次关系

意识，要么眉毛胡子一把抓，要么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教研

工作效率低下。 问题二：教研组长缺乏整合能力和效率意识

。 从教研活动的主题来看，教研组也制定了一些研究专题，

但不少专题研讨的主题和教师近一阶段教学中存在的实际问

题是“两张皮”，没有有效地整合起来，隔靴搔痒，对教师

改进教学帮助不大。如何将专题研讨系列化、日常化迫在眉

睫。 从教研活动的主体来看，一些组长“对事不对人”，关

注“事”比较多，而关注“人”的变化较少。因为“事”的

完成具体可见，是可以量化可以显现的，而“人”的变化相



对缓慢相对模糊，较难量化。而且对教研组和组长的考核评

价，基本上也是以完成“事”的量与质为主，导致了误区的

出现。其实所有“事”完成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人”的更好

发展，只有人的发展才是学校发展的根本所在，这不能本末

倒置。虽然我们要重视过程重视做“事”，但是不能为了应

对考核评价而机械地过于功利地做“事”，最后忘了“人”

我们的老师与学生的发展。 从教研活动的效率来看，任何学

校都会有一批自己的骨干教师，如何将他们的阅历与经验，

以及教学成果辐射到其他教师，在不断的碰撞与交流中激发

教学智慧，让同组的新教师更快地成长，让全组的教学效率

全面地提升，这是组长最需关注和付诸行动的重点工作。但

不少教研组长往往忽视了这点，没有充分利用组内资源，造

成人才浪费。 二、“中坚力量”的目标如何实现 让每一个教

研组长真正成为教学管理及教学实践的“中坚力量”，是教

学质量提高的关键。针对上述问题，学校应以对教研组及组

长的评价为抓手，通过转变评价观念，完善评价细则，提高

对评价过程的关注度，以促进“中坚力量”的成长。百考试

题整理 措施一：全面关注教研组工作计划，并通过全程督导

评价，提升教研组长自主开展工作的角色意识和整体策划教

研活动的能力。 教研组工作计划的制定应包括：（1）找问

题。对问题的反思是发展的基础，教研组长要组织讨论并分

析个体与集体存在的问题，找出教研组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2）理思路。通过对不同层面的问题进行梳理，找到解决问

题的方向和途径。（3）定目标。在此基础上确定的目标应该

能够更实在更有针对性，目标要成为全体组员的共同愿景与

行动的指南。（4）想载体。载体分为常规工作与创造性的个



性化工作，但是所有的工作必须渗透教研组的目标并能呈现

目标。学期初，学校要对各个教研组的工作计划进行严格审

阅并及时反馈信息。审阅评价主要围绕上述步骤展开，看问

题是否找准，思路是否清晰，目标是否明确，载体是否有效

。 在计划确定之后，下一步就是对计划实施全程的督导评价

。通过评价促进教研组长转变角色意识，主动思考作为一个

教研组的带头人应该怎样组织开展教研组活动，怎样带领全

组教师共同发展；通过评价提升教研组长整体策划教研活动

的能力，全面实施教研活动的能力和结合具体情境解决具体

问题的能力。 措施二：通过对教研组团队建设过程的评价，

提升教研组长促进不同层次教师共同发展的能力。百考试题

整理 学校不但要重视对教研组长个人能力的评价，更要重视

教研组长带领教师群体共同发展，致力于教研组团队建设能

力的评价。因此，教研组长首先必须提高自身的理论研究素

养，找准发展的方向，而且能够把理念外化为日常教学的新

行为、新习惯；不仅能把握自己所教学科的整体结构，而且

能够独立开展研究。其次，教研组长要对不同层次的教师提

出不同的要求。“用其长，避其短；立其志，开其潜；知其

思，促其成。”要发挥骨干教师的引领辐射作用，帮助其他

教师实现加速度发展；要加强教师群体之间的积极互动，强

化资源共享的意识，倡导教学研究的重心前移和后续巩固的

过程研究意识，倡导专题研究的有效意识；要在教研组内进

一步重心下移，强化同一备课组的集体备课规范，提高轮流

听课活动的频度。百考试题整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