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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顶层设计
建立齐抓共管的机制体制

市委、市政府出台的《关于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行动方案》第十一条“加

强教师队伍建设”第 24款明确规定“严格落实教师培训经费，加大教师、校长

培训力度，大力培育名师、名校长”。2023年，市教育局把开展大教研活动、提

升教研质量，作为全市教育的七项重点工作之一，做好顶层设计，开设校长管

理课和教师思政课，着力构建“大思政”“大教研”工作格局，全面提高教师综

合素质；实施教研提升行动，幼、小、初、高分段强化教研，形成具有吕梁特色

的新时代教研体系，为教师专业发展绘好了‘机制蓝图’，充分激发学校教师

开展教研活动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教师专业发展势头强劲。

市教研室扩充了 19个编制，充实专职教研员队伍，打造了一支专兼职教

研员队伍，常态化开展专兼职教研员培训，持续提升专业素质和研训能力。

《教学研究》改版升级为《吕梁山教育》，为全市教师学术交流和优秀教学教研

成果展示搭建了平台。

市教育局引领并指导全市建立完善的教研机构和教研阵地。汾阳市将

原有的教师进修学校和教研室合并重组成立“汾阳市教学研究中心”。教研

扁平化，贴近教学一线，贴近课堂，建成了汾阳市教师专业发展一体化平台，

为教学管理、教学研究、教师培训、教育科研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孝义市

成立了教师发展部，下设教研中心、培训中心、科研中心、办公室，积极构建

“三中心一室”教研工作格局。各部门之间互相配合、职责明确，形成研训一

体、分工合理、服务高效的管理体制。出台了孝义市教育科技局《关于教研工

作的指导意见》。岚县找准创新点，以师生共读、师生共写，把全员读书作为

教师教育理念转变、素质提升的切入点，持续推进互联网+教学+教研的模式

在学校教学中广泛运用，创建全省领先的以信息化为引领的新教学教研模

式，形成区域化特色化教研体系。

由此，吕梁教研工作的改革创新有了坚实的机制保障和制度保障，营造

起了良好的教研生态。

传承教育家精神
拓宽教育管理者视野

教育家不仅具备丰富的教育理论知识，还拥有独特的教育理念和坚定的

教育信仰，这种教育家精神正是推动吕梁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

年初，市教育局牵住提升教育管理队伍素质的“牛鼻子”，抓住了推进教

育改革的关键力量，将各县市区分管领导、教育局长和校长园长作为年度干

部培训重点对象，实行走出去学习，请进来指导培养战略，拓宽教育管理队伍

视野，提升教育管理队伍水平。

2月，组织各县市区分管县市区长、教育局长、各高中及市直学校校长等

教育管理干部 80人赴黄冈开展了为期 7天的培训学习，学习黄冈先进教育理

念和办学经验，进一步提升了吕梁教育管理干部的专业能力、专业作风、专业

精神，厚植教育情怀，激发改革动力，增强管理能力，让各级领导干部成为教

育管理的行家里手。

4月，组织吕梁骨干幼儿园园长 80人赴东北师范大学幼儿园培训中心开

展 7天的高级研修。

5月，组织各县市区教育局分管局长、党务负责人，各学校党组织书记等

吕梁教育管理干部 80人赴江苏无锡开展《立德树人专题培训》。通过专家引

航、同行分享、互动交流等方式进行充分碰撞与积极内化，引导参培学员从学

思结合向知行合一迈进，激励他们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树

立“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抱负。

6月，组织各县教育局局长或分管局长、基教股股长，各高中学校校长或

分管教学业务的副校长等吕梁教育管理干部 80人赴长沙开展《深化新时代教

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培训研修。以评价改革为抓手，撬动教育综合改革，让

新时代的教育评价向开放式科学评价迈进，探索建立符合吕梁教育实际的立

体多元、行之有效的评价标准。

同时，2023年全国知名的教育专家、名校名师多人多次走进吕梁，举办学

术讲座，开展专业指导，进行教研互动，为吕梁教育高质量发展把脉问诊，指

导和培养吕梁教师高阶发展。

名师引领 专家指导
推进“吕梁名师”培养计划

用专家的教育理念影响教师的教育理念，用名师的教学方法培养吕梁本

土的名师，大力推进“吕梁名师”培养计划，实施“专家指导、名师引领、骨干带

动、精品示范”的策略，推动全市、全学科、全员投身课堂教学改革实践。

推出了吕梁教育大讲堂，邀请北师大、东北师范大学等知名院校的专家

教授主讲，全市教研员参加。

纵深推动“借梯登高、借船出海、借鸡生蛋”的“三借”策略落地生根，走出

去学习，请进来培养。

7月，组织普通高中教师共计 1046名开展第二阶段全员培训。针对“新

课程、新教材、新高考”目标，邀请先行进入新高考的黄冈一线专家老师讲授。

8-10月，开展了星火计划二期共三次的初中骨干教师培训，共计 240人。

10月底，赴南京开展了初高中 200名骨干班主任培训。

从 2月到 11月，开展了普通高中 195名九科高中名师培训工程，3次入区

指导，3次送教送培，3次读书沙龙，深度推动教师自我革命，主动学习，加强研

究，高标准严要求向名师的培养目标迈进。

全年线下培训天数达 87天，共有 2880名教师参加培训。通过有计划的、

连续的、系统的培训，引导教师把课程方案、课程标准、学科教学的研究作为

主责主业，深入研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的实质内涵、基本要义，深入研究学

生核心素养培养的特点和要求，着力探索静态知识向动态能力转化的理论依

据与实践范式，发挥课程的育人价值。

县际交流 城乡联动
促进教学水平全面提升

年初，市教育局推出全市义务教育学科大教研活动，创新实施“学科全面

覆盖、教师人人参与、县际城乡交流联动”的教研模式，以研促教，以研促改，

解决问题，相互学习，共同提升教师的业务水平和教科研能力，全面提高基础

教育教学水平，推动吕梁教育内涵式高质量发展。

组织全市初中、小学每学期开展一次大教研活动，由 13 个县市区及市

直初中学校按学段、学科轮流承办。授课教师由承办县市区选 1人、市教研

室从其他县市区选 1 人担任。专题讲座由市教研室从各县市区选 2 名名师

主讲。

4 月 13 日—15 日、4 月 16 日—18 日、4 月 23 日—25 日，先后组织 13 所市

直、县市区学校开展了初中 8科、小学 5科为期 9天的大教研活动，共有来自全

市各小学、初中的 4万余名教师、教研员参加。邀请北京市第二中学分校牛颖

校长做了题为《发展核心素养的初中物理单元作业设计》专题讲座，邀请人民

教育出版社专家进行小学数学同课异构讲座；孝义六中的郭一清老师、汾阳

市海洪中学张成杰老师、交城县西街小学校李卫霞老师等多位老师做了展示

交流课。所有参会人员写一份研修总结，主讲一场不少于 150分钟的示范课，

上一堂展示主题研修成果的公开课。市教研室为每位授课教师和专题讲座

教师颁发相关证书。

10月-11月，组织开展了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教育全员培训薄弱校送教

送培活动，组织名师专家团队为全市 13个县市区 26所学校上门培训，解决基

层教育教学困惑，提升基层学校教师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

通过县际交流、城乡联动的教研活动，将研究之根深扎在学校教育教学

发展的需要之中，不断实践、修正、总结、提炼、运用，从而促进教师的科研自

觉、实践提升，促进教学水平全面提升。

以赛促学 以赛促教
唤醒教师的专业发展意识

11月 4日—5日，全市中小学教师教学技能大赛举行，来自各县市区和市

直各学校 600余名优秀教师同场竞技。大赛分教学设计、课件制作、硬笔书写

和简笔画、普通话即兴演讲四个项目进行。

离石区袁家庄小学教研室主任崔小珊说：“这次教学技能大赛我校选拔

了 4名优秀教师参赛，对全校教师促动很大，唤醒了教师争先创优的意识。”

目前，吕梁全市学校全体教师潜心教研蔚然成风，?“寻找光、追随光、成

为光、散发光”成为全市教师神圣的追求，一大批教研成果初现。全市共申报

教学成果 24项，其中上报参评省级教学成果 15项，共有 119名教学成果参与

教师获得市级教学成果表彰。各类考试试题实现了自主命题，结束了外聘专

家命题或购买试卷的历史。

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赵雪宏说，全市“大教研”“大培训”活动实施一

年来，许多教师实现了从青年教师到骨干教师、名师、专家教师的蜕变。面对

新时期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新需求和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吕梁的教研工作

需要再出发、再创新。市教育局要持续引深“大教研活动”，以进阶目标驱动

教师学科素养学习，以梯队间互动分享促进教师学科素养提升，逐渐形成了

“进阶式研训助推教师学科素养提升”的吕梁实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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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全市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纪实

2023 年，对于中阳县一中英语教师薛文华来说是异常忙碌的一年。一年来，薛老师除正常的教学工作外，每天还要参加年级组

的备课磨课活动，每周要参加武汉长青一中的 STR 模式教学改革培训，每月要参加学校组织的示范课。此外，她还参加了吕梁市教

育局组织的全市九科名师培养工程和全市中小学大教研活动。这一年，薛老师通过进阶式的各类培训学习和教研活动，得到了快速

成长。在全市中小学生教师教学技能大赛获得了高中组英语演讲比赛一等奖。她自豪地说：“这一年的学习培训，不仅提升了教学技

能，而且唤醒了自觉教研意识，内心重新燃起了教学激情。”

2023年，吕梁市教育局创新实施了教研学科全面覆盖、教师人人参与、县际城乡交流联动的“大教研”“大培训”素质提升行动，积

极推动“借梯登高、借船出海、借鸡生蛋”的“三借”策略落地生根，走出去学习，请进来培养，开展“深度学习”“大单元教学”“项目式学

习”“跨学科主题学习”等教研活动，拓资源、搭平台、推变革，培养优秀的教育管理团队和教师队伍，着力培养打造一大批有“教育家精

神”“教育家情怀”的好老师，让教育真正回归课堂、回归教学、回归学生的成长，形成了教育行政部门主导、科研引导、学校推动、教师

实践的全过程、全链条、全方位的教师培养和教科研模式，教师专业成长快速提升，吕梁教育进入了更为理性的内涵式高质量发展时

期。2023年，全市中考质量显著提升，步入全省第一方阵，高中教育飞速发展，高考成绩满面开花，创历史新高，全省理科状元首次花

落吕梁，教育改革红利得到初步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