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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于 2001 年由我国教育部印发，其对教师的要求是使教师成为研究者。为了满足纲要对教师的这

一要求，各地教育部门积极展开相关的研究和探索，总结出了校本教研这一有效方式。在教师专业、全面发展的大环境下，校本教研成为提

高教师综合能力的重要学术活动。在教育得到足够重视的现代教育背景下，缩小教育的区域差异成为教育平等的重要前提，并促进了城乡校

际教研合作的进程。城乡校际教研合作活动对于缩小城乡教育不平衡有着重要意义，促进资源共享、校校互动、共同进步等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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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校际教研合作也叫做联片教研模式，主要是指城乡之间或者跨

区域不同市区的学校结合、携手，联合开展校本教研活动，在各校之间
实现经验、人力、设备、信息和资源等方面的合作共享，通过共同学习、

共同教研、共同进步来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能力和水平。城乡校际教研

合作的实现主要通过以下几个层面：学校管理层要建立各校之间的结队、
合作关系；学校的相关领导要定期、经常性的进行交流互动，充分了解

各个学校的不同文化和氛围，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优化、完善管理机

制；教师之间要形成合作关系和团队意识，互相学习、帮扶、提高。促
进城乡校际教研合作需要从实际出发，结合具体情况制定实施计划。 

1 健全城乡校际教研合作管理机制，确保教研合作活动落实到
实处 

1.1 成立城乡校际教研合作工作小组 

由各校校长或相关领导组成城乡校际教研合作工作小组，并选出一

名组长。工作小组主要负责组织规划乡镇范围内各学校的校际教研合作，
解决实际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同时，对组内成员要实行负责制，明确组

员是第一负责人，承担起城乡校际教研合作组织者的责任，扮好“研究

和引导者”的角色，促进城乡校际教研合作的顺利、高效完成。 
1.2 健全城乡校际教研合作制度 

城乡校际教研合作涉及到多个学校的联合组织、开展，活动范围广，

涉及人员多，具有一定的开展难度。为了取得实效，避免其流于形式，
需要建立相对完善的管理制度。具体来讲，就是构建一套责任明确、层

层管理、逐级落实、全员参与的合作机制，以确保教研合作落实到实处。

例如，将城乡校级教研合作纳入对教师和学校的评价系统中，对教研合
作活动进行有效的跟踪、监督，提高所有成员的重视度和积极性。 

1.3 本着就近原则开展教研合作活动 

由于城乡校际教研合作是跨学校、跨区域的活动，组织者应该充分
考虑到路程问题。教研合作活动中，成员要跨区域才能到达指定学校，

进行教研活动，此时，路程在消耗时间的同时也耗损了体力，对教研活

动的开展极其不利。组织者应本着校区相邻、舍远求近原则，进行校区
联合。 

2 加强教研合作过程中的监督和管理，保证教研合作的实效 
2.1 规范城乡校际教研合作活动的过程 
规范活动过程主要是对教研时间、地点、内容进行安排和管理。要

明确规定教研时间，同一小组的教师要在统一的时间、地点参加教研活

动，分别由各校方主持。统一安排、严格执行将大大提升教研活动的成
绩。教研活动要有核心内容，每次都要有不同的主题和目的，并记录整

理，保证教研活动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2.2 建立城乡校际教研合作平台 
2.2.1 整合优质师资，引领教师队伍整体提升 

在开展城乡校际教研合作活动时，积极挖掘各校人才资源，对合作

中各校区的优秀教师进行师资整合，组成“专业带头”队伍，让这些优
秀教师发挥带头作用，树立良好的榜样并积极引领其他教师完成学习升

级，促进教师团队的整体质量提升。 

2.2.2 创办教研读物 
各校联合将教研活动中的优秀案例进行整理，并创办读物、专刊进

行相关的展示，以供各校教师参考、学习，实现资源共享和经验交流，

进一步提升教师的理论知识和教学理念。让城乡校际教研合作成为系统

且完整完善的学术活动。 
2.3 加强教师之间的互动，实现优势互补 

教研活动的目的是教师进行自我反省、自我提升。在教研活动中，

教师应该充分利用人才资源，开放自己，积极与其他教师进行专业切磋
与合作，分享各自的教学经验，互相学习，优势互补。在教研活动中共

同成长、彼此支持。 

2.3.1 反思交流 
教学反思是教师自我提升的一种有益思维活动，反思的过程也是教

师提升教学能力和水平的过程。教师要善于反思个人的理论知识研究和

教学经验总结，并在教研活动中将自我反思所得出的结论与其他教师进
行分享交流，在教师进行信息交换和经验分享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博采

众长，实现优势互补，提升各自的教学能力和水平。 

2.3.2 课例研究 
课例研究指教研活动以课例展开的形式进行。这种活动形式可以提

供一个展示研讨过程的平台，在互动探讨时便于共享群体的教学智慧。

以备课为例，可以多位教师进行同一节课的备课，然后进行集体交流、
优化备课内容、实施教学、反思再次优化这四个步骤，在这个备课案例

中，每一位教师都参与到备课中，都是这节课的设计者、思考者，在教

师互动中提高备课和教学能力。以课堂教学为例，可以让不同的教师去
上相同的课，同样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设计，让不同的教师来完成，会有

不同的效果和收获，课下，教师再进行分享交流，这样可以提高教师的

参与意识，在比较和分析中真正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 
2.3.3 课题研究 

因学校设备不够完善，城乡农村中学的课题研究活动很难实施，在

开展城乡校际教研合作活动后，资源和设备实现了有效的共享，可以满
足城乡农村中学的课题研究活动。通过开展课题研究活动，可以培养一

些骨干教师，带动学科研究，巩固学科知识深度。 
3 结束语 
城乡校际教研合作模式在区域范围内有一定的辐射作用，可以有效

进行资源整合，有利于区域整体教师队伍的建设和能力的提高。 城乡校

际教研合作模式也有着不足之处，校际教研合作主要以听课为开展方式，
和教学实践紧密结合，强调课堂的实际教学经验和问题，因此，教育工

作者容易产生重实践而轻理论的问题。针对此弊病，组织者在开展城乡

校际教研合作活动时，需要对教育理论进行系统的学习理解，让教师充
分的意识到理论知识对教学实践的指导和引领作用，更好的促进城乡校

际教研合作的开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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