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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青年教师的专业成长既关系到他们个人职业幸福，同时也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

着力分析了教龄在六年以内的青年教师专业成长面临的问题，探讨教研组质量协作体对青年教师

专业成长的干预功能，目的在于能科学、系统地关注青年教师的专业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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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教师的专业成长是每个教师从业初期必经

阶段，这个阶段青年教师面临角色转变、学科知识

体系建立、教育教学理论联系实际等一系列问题，

是一个艰苦的蜕变过程，关系到教师终生职业发展。 

本文通过对青年教师培养的反思和“青年教师

专业成长需求的问卷调查”结果分析，探讨教研组

质量协作体对青年教师专业成长的干预功能，旨在

探讨青年教师专业成长的科学性和高效性。 

一、青年教师专业成长面临的问题 

为了较为全面了解青年教师专业成长需求，我

们针对“青年教师从业初期遇到的困惑”、“青年教

师需要培养的能力”以及“青年教师喜欢的培训方

式”三方面设计了 24 个题目，选取了两所青年教师

相对集中的学校，对 100 名教龄六年内的教师进行

了问卷调查。通过对试卷信息的整理，概括出青年

教师专业成长主要应关注以下方面。 

（一）课程以及课程标准方面：“课程体系的建

立”、“读懂教材的能力”、“确定恰当教学目标的能

力”、“教材重难点的定位和突破能力”、“了解新课

程标准对学生思维和能力培养的要求”等。 

（二）学生情况了解和把握方面：“学生学习效

果的预期、定位能力”、“学生思维突破点的把握能

力”、“调节学生心理的能力”、“学困生、特殊学生

的转化能力”等。 

（三）教育教学实践和操作方面：“课堂管理和

调控能力”、和“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课堂

教学氛围的营造和调控能力”、“敏锐的教学判断和

调控能力”等。 

（四）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方面：“与所属教师

团队合作能力”、“与学生家长的沟通能力”、“与学

生关系亲疏的恰当定位能力”等。 

针对上述分析，青年教师的专业成长有别与一

般意义上的教师专业成长，是青年教师与外界环境

不断互动、汲取营养，促成其专业逐渐成熟的一个

过程。需要学校构建起一个青年教师专业成长的良

好生态环境，促进青年教师尽快平稳成长。 

二、教研组质量协作体在青年教师专业化成长

中的作用 

2010 年 3 月 27 日，由中国教育报与来自全国东

中西部的 13 个县域教育行政部门共同发起组织“全

国基础教育区域协作体”，随后出现了很多“跨区域”

“跨校级”以及“学校内部”等各种教学质量协作

体，目的在于整合资源、研究问题、交流提升。教

研组质量协作体作为学校各种协作体的核心，承担

着指导教师教学行为、教师专业发展，为提高课堂

教学质量提供专业支持的重要职能。建立教研组质

量协作体，旨在通过教师之间的教研协作，把教研

组建设成一个能最大限度地展开教师之间对话、互

动与互助的专业组织。 

在对“青年教师专业化成长需求的调查问卷”

分析中，我们发现：听课、评课、说课、集体备课、

同课异构和优秀教师示范课等都是有效帮助青年教

师成长的方式；所任学科课程标准或者教材解读、

示范案例及课改的前沿信息是他们最需要的专业方

面的知识；选择和设计教学方法、教材重难点的突

破、学生学情分析能力以及科学布置作业和批改能

力都是青年教师最需要提高的能力；课堂管理和调

控能力、调节学生心理的能力、尤其是学困生、特

殊学生的转化能力和与学生家长的沟通能力是青年

教师最棘手的问题。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教研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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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协作体给与他们实施有效的帮助和干预。 

（一）教研组质量协作体在青年教师成长中的专业

引领作用 

教研组质量协作体作为学校内研究教学问题的

组织，是教师专业能力增进、形成专业归属感的组

织，肩负着青年教师成长中的专业引领作用。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所教学科的教材解读，让

新教师能在教学之初就较全面的了解所教学科的相

关内容以及前后关联；二是对课程标准解读，由于

受教学经验的制约，对课程标准的解读可把“分阶

段粗度”和“分学段细读”相结合，让新教师边学

习、边实践、边体会；三是试题研读和研发①组织

新教师考试题→②分析试题→③分解考点到自己所

教学段→④梳理本学段重要考点→⑤在教学中落实

重要考点的教学，以提升新教师的考试力和对教材

的驾驭能力；四是对教材、教参使用方法，学情案

例分析和教法设计的研究，力争使新教师思维上实

现对学生、对教材的和谐与碰撞。五是协助青年教

师做好专业成长规划，帮助或指导青年教师解决实

际教学中遇到的困难。 

（二）发挥教研组质量协作体在青年教师成长中的

优势互补作用 

教研组作为开展教学活动的基层组织，起着发

挥教师集体力量、开展教学研究、深化教学改革和

形成优势互补的重要作用，对青年教师成长具有不

可低估的功能和价值。 

首先，集体备课为青年教师提供了一个了解教

材、把握重难点、掌握学情、问题预测、解决问题

方法预设的平台，这种多教龄层次、跨能力梯度的

团队活动最大限度解决了青年教师因经验不足带来

的差距。 

其次，听评课活动的开展为青年教师提供了一

个剖析课堂、诊断问题、反思教学行为、观摩优秀

教师课堂的直观互动平台。骨干教师的示范课从内

容的处理、学生活动的设计、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

等方面给青年教师提供程序化的基本保障，同教龄

段老师同课异构又为青年教师提供了展示个性的场

所，真正实现教学相长。 

再次，教研组担任学生学业水平测试的命题、

批改、质量分析、措施调整等一系列任务，这样一

个集体性的活动也为青年教师提供及时衡量教学效

果、有效进行问题查找和纠正的机会。 

三、教研组质量协作体促进青年教师专业成长

的几点策略 

（一）强化教研组质量协作体在青年教师专业发展

中的责任意识。 

师带徒作为带动青年教师成长的有效方式被广

泛采用，但是由于是一对一，看上去有针对性，实

际上受很多人为因素制约，易流于形式。教研组作

为一个学科研究的集体，帮助青年教师成长是最重

要的任务，为此要强化教研组在青年教师成长中的

责任意识，让教研组长成为第一责任人，建构起科

研处——学科教研员——年级学科组三级专业负责

制和学校主管校长——教导处、科研处——年级组

三级质量跟踪制。为有效掌控青年教师的专业成长

提供了保证，使得青年教师培养形成无缝隙对接。 

（二）构建良好的成长环境，为青年教师专业化成

长注入活力 

教研组文化建设、制度建设、活动规划等将构

成青年教师专业化成长的良好生态结构。 

1.加强教研组文化建设，为青年教师专业成长

构建精神乐园。教研组作为以学科教学研究为单位

的集体，应该有被每个成员共同认可的思维方式、

价值体系和成长愿景，这种文化也将持续影响和熏

陶着青年教师的发展活力，为此各学科教研组加强

文化建设，要提炼出能反映本学科特色的学科精神，

并在教学实践中去努力地领悟、诠释，以此提升青

年教师对学科专业知识的兴趣和素养，促进青年教

师精神气质和人格魅力！教研组提炼的学科精神，

逐渐成为师生感受学科魅力，提炼教法学法的座右

铭，对老师以及学生成长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教研组是青年教师专业化成长的摇篮，所以它

的建设必须细化。要从集体备课、主题教研、教师

培养、课堂评价、有效课堂观察等发面加以细化和

研究，为青年教师提供可操作、可推广、可递进的

自助餐。在青年教师培养方面提出具体目标与措施，

通过集体磨课和层层跟进促进青年教师的专业成长。 

2.加强科研能力培养，为青年教师专业成长提

供可持续动力。青年教师的科研意识应该是在教学

之初培养的一种好品质，教研组要引导青年教师养

成善于反思教学的行为。从写工作日志、教学反思

等入手，本着“教学研究必须服务教学”的宗旨，

不搞形式和花样，教研主题、研究课题采取阶段性

的学科组搜集信息、整理信息，逐步归纳出有研究

价值的问题，再由年级备课组集体承担研究任务。

这样把教育科研根于实践，源于问题，为青年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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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面参与研究创设良好的氛围，同时创办以学科

教研组为单位负责编辑的“学校教育科研报”，为教

师专业化成长搭建交流、写作、反思的平台，提升

整体教师的科研能力的同时，为青年教师专业发展

打下扎实的基础。 

（三）按教龄对不同阶段青年教师专业成长施行干

预措施 

在对“青年教师专业化成长需求的调查问卷”

分析中，发现不同教龄段的教师专业发展需求不一

样，为了更加有效对青年教师的成长实施干预，教

研组应针对青年教师的教龄实施不同的干预措施。 

1.1--3年教龄教师 

这个教龄段的教师由于没有实际的教学经验，

对一些专题讲座理解不透，在每位专家或骨干教师

讲座后面，如果能安排一位教龄在4--6年教师结合

教学实际谈感受和体会，就会贴近新教师，有效缩

小了讲座人与新教师的年龄距离、经验距离。 

由学科组安排骨干教师就各学段学科内容、编

排、课标要求等做学科性专题讲座，在短时间内提

高青年教师的学科专业水平。 

搜集教学管理中常见的问题，并把他们以不同

的形式呈现,在青年教师经过一番谈论后，由有经验

的教师给予讲解和示范，提高课堂管理能力。 

加强平日教学过程中的会诊课研究，实行多级

会诊、多次会诊，真正把握青年教师成长的节奏。 

2.4--6年教龄的教师 

在对这个教龄阶段的教师进行问卷调查中，就

“营造理想的教学工作状态”这个话题，70%教师选

择是“有相应教学自主权，能采取适合自己和学生

的方式从事教学”和“有支持教师专业发展的良性

循环”；所以定位的基本原则是：适当放手、压担子、

给任务、创机会。具体做法是：集体备课时，他们

担当主讲人；高效课堂创建上，他们担当实践者；

优质课评比时，他们担当主力军。同时科研处、学

科组要在学科思维的发展、教学反思、写作能力培

养等方面给予指导，为青年教师可持续发展提供动

力保障。 

这个时期教研组主要是采取“磨课”的形式帮

助他们，实现自身能力的一个提升，并促成个性化

教学风格的形成。具体做法就是：同等教龄阶段、

同学科之间开展“同课异构”活动，教研组集中进

行分析和指导。这样的课要注意细致、求精、提炼、

提升，目的就是打磨他们的精品课，实现“一点上

知道一切，一切上知道一点”，由点带面，领会贯通。 

这样在教研组质量协作体作用的发挥下，青年

教师中顺利完成了由“入门型”到“经验型”的过

渡，也为他们将来成为“专家型”教师打下了扎实

的基础。 

教师的专业化成长是一条循序渐进、螺旋递升、

追求生命质量至高的道路。教师是特殊的社会公民，

他有着和其他社会成员不同的成长规律，随着我们

进一步的探索，教研组质量协作体在教师专业化成

长中的作用也将也来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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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ntervention function of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 group 
quality cooperation on the professional growth of young teachers 

(Handan City Bureau of Education, Handan 056000, China) 

Abstract: The professional growth of young teachers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ir personal occupation happiness, but 
also to the schoo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facing the professional 
growth of young teachers who has six years’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discusses the intervention function of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 group quality cooperation on the professional growth of young teachers so a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fessional growth of young teachers scientifically and systematically. 
Key words: young teachers’ professional growth; teaching and research group quality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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