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1年

以课程改革实验区为契机，开展课程育人研究。

2003年

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改革，推进课程改革，形成“北碚课改模式”。

2004年

以教育部“创建以校为本教研制度基地建设”为契机，
开展研训一体化研究。

2012年

以共建“师生学习共同体”为目标，
开展“双主共学”课堂教学研究，建设课堂育人主阵地。

2016年

正式提出“学科全息育人”研究，
落实立德树人，贯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

北碚研训进阶路线图

2019 年，设计并实

施15类共29个区级

专项培训，区内参培教师

达8265人次；承担国

培、市培6项，培训教师

400人，指导99名西

南大学教育硕士实践；全

区5221名教师参加教

学基本功培训，132名
教师参加竞赛。

教师培训

2019 年，全院指导
校本研修、集团研修

320 次 ，下 校 听 课

5042 节；全区推“优

课”286节，获市级奖

47 节，部级优课 23
节；各项比赛获市级奖

228个，全国奖1个，

机器人大赛获全国一等

奖2个。

教学研修

整合专业力量 引领区域教育提档升级
北碚区教师进修学院

近年来，北碚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快推
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随着“重庆市首批素质教育实验区”“国家级基
础教育课改实验区”“中小学德育示范区”等荣誉的先
后获评，北碚教育也迎来了高质量发展的时代，逐步
形成百花齐放的喜人局面。

教育，决定区域发展的幸福走向。教师，决定教
育发展的品质高度。

作为致力于教师发展和教育决策服务的专业教
研机构，北碚区教师进修学院始终怀抱为教师服务、
为教学服务、为学校服务的初心，专注提升研修能力，
推进教研转型，全方位为教师的专业成长保驾护航，
为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添能赋彩。

从“教师是学校发展的第一硬件”到“浇根式改善
型”教师行动研修，再到如今的“学科全息育人”研究，
北碚区教师进修学院主动挑起服务全区教育的重任，
为全区教师及管理者培养、教育工作者终身学习体系
构建，提供了学科齐、层次高的新型发展平台，探索了
具有开创性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北碚模式”，为区域
基础教育的提档升级作出巨大贡献。

全国教育大会上，党的教育方针为广大
教育工作者做出全方位的部署：要把立德树
人融入教育各环节、各领域，贯穿教学体系，
贯穿教师培训、教研指导等全过程，努力构建
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

由此，引发了教育人的新一轮思考——
如何解决原来“五育”分离、重知识教学轻学
科育人的问题，让教育教学真正回归“育人”
本质？

在北碚区教师进修学院看来，把育人路
径对准学科课程，让所有学科既体现学科特
质，又彰显育人的特殊功能，指向德智体美
劳，学生的全面发展才不会落空。

“具体而言，学校应充分挖掘课程的育人
要因，引导学生全面、全域、全程的学习；教师
要萃取育人内容，改革育人方式，让每一节课
成为撬动学生学科整体素养和学生生命发展
的全息载体。”院长朱福荣说。

围绕“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如何培
养人”核心问题，遵循“以学生的成长与发展
为本”的原则，2016年，重庆市北碚区教师进
修院在已有十几年课程改革和中小学教育质
量综合评价的基础上，深度推进“学科全息育
人”研究，提出教育应由知识技能教学转向核
心素养教学，由学科教学转向学科育人，由智
育第一转向五育融合。

“学科全息育人”正是“立德树人”教育方
针和核心价值观的落地，它以学科课程为基
础，挖掘“育人点”，建构基于“学科认知、德性
育人、审美育人、健康育人和劳动育人”5个维
度的学科育人框架。

以数学学科为例。“全息育人”立足课堂
教学实践，把数学建模、数学抽象、数学推理

等学科核心素养同科学与人文、理性与审美、
公民素养与价值取向等多方面融于一体，使
学生的知识能力、身心素质等得到全面、综
合、健康的发展。

育人方式的变革，也为教师的专业成长
作出了更高的要求。

据介绍，在全区学科“全息育人”的具体
实践中，教师不再是单一的知识传输者，而是
具有深厚的思想、专业、文化、教育素养的教
育专家，通过以课题研究为载体，以任务驱
动、活动促进，不断强化课堂教学中育人目标
的落实。

去年，北碚区教师进修学院成功举办“中
小学学科育人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来自全国
20余个省市的1400多位专家学者参会共研
学科育人，区进修学院的学科“全息育人”研
究收获了教育界人士的一致好评。

会上，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理论刊物分会
理事长高宝立高度评价了北碚学科“全息育
人”研究，“形成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教育
治理新格局。”

“五育并举容易，五育融合育人困难。全
息育人的出现，有效解决了这一难题。”华东
师范大学五育融合研究中心主任宁本涛认
为。

全域推进，全员实施。北碚区教师进修
学院真正通过学科“全息育人”区域实现的体
系建构、制度设计、机制完善，由点及面推动
课程方案、课程标准和教材的校本化、学本
化、生本化实施，让教书育人观念在广大教师
中普遍确立，培养学生健康成长为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

紧跟时代的脉搏，教育的方式在改
变，教育的渠道也在拓宽。

“疫情下推行的‘停课不停学’，以网
上课堂的形式延伸了教与学的时空。”朱
福荣认为，这为北碚教育人提供了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现家校社协同育
人、德智体美劳融合的全息育人时机。

为有效抗击疫情，北碚区教师进修
学院第一时间从教育专业角度，联系区
域教育教学实际，研制了全区中小学“停
课不停学”工作方案，针对网络学习、居
家锻炼、教学管理等方面做出指导，为全
区“停课不停学”工作提供专业保障与支
撑。

行动步调统一了，教学工作的核心
“学什么”“如何学”怎么解决？

不局限于单纯的学科知识教学、学
生刷题，北碚区教师进修学院把教学目
标瞄准“完整性育人”，构建“N+1”抗疫
助学课程，让德智体美劳五大模块各个

“击破”又互相融合，有效为各个学校开
展“云端”教学指明科学前行的道路。

“从爱心捐款的数据中了解到了什
么？”“动物与人类的健康有哪些关系？”
在北碚区朝阳小学，学生们在数学课上
通过分析数据体悟家国情怀，在科学课
上探究疫情中的科学原理，在音乐课上
传递歌声中的抗疫决心……学科教学内
容和疫情知识巧妙结合，学科综合育人
功能从中得以彰显。

江北中学通过空中课堂，坚守生命
教育阵地，传递家国情怀；西大附小每周
举行“网上升旗仪式”，向祖国致敬；兼善
中学、实验小学、天府中学等积极实施家
校共育，指导家长办好“家庭小学校”，培
养孩子自主自信自强的能力与品格……

一场疫情，搭建起跨越空间的教育
桥梁，重新定义了教与学的关系。期间，
区教师进修学院立足自身职能，根据线
上学习的特点，开启了互联网时代的区
域教师研修新密码。

学院学科教研员积极开展网络教
研，加强学科知识体系、课堂精准教学及
自主学习研究，指导各校强化学科教研
协作组作用，学科教师开展网上互助教
学，适时组织对线上备课等网络教学技
巧培训。同时，学科教研员进一步统筹
了校本教研与区级教研，每天随机进入
一些学校的网络课堂听课，参与研究。

从学科课程开发，到网络研修指导，
再到教育技术支持、家校协同管理、应急
心理援助，北碚区教师进修学院始终立
足网络教学现状，发挥自身研训专业优
势，统筹推进线上教学，为全区“停课不
停学”工作顺利开展赋智赋能。

周珣 刘洋
图片由北碚区教师进修学院提供

与时俱进
线上教学延伸教育温度

在探索学科“全息育人”的研究路径时，
北碚区教师进修学院始终坚持将教师培训、
教研指导贯穿始终，着眼于教育教学全过程，
从整体上进行系统设计，着力构建在育人目
标引领下的“备教学评”一体化五育融合研究
架构。

其中，备课时充分挖掘课程“育人点”形
成学科融合育人的教学设计，并通过课堂教
学验证“育人点”的合理性，是整个教研体系
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在具体的育人实践过程中，基于学科课
程的“育人点”如何挖掘并合理运用？

西南大学附属小学马俊老师执教的一堂
数学课揭示了答案。课上，他巧妙利用月饼
和苹果等道具，让孩子在分、涂、说的小组活
动中，通过作图手脑并用，领悟分数的意义，
实现学科认知、审美和实践的育人追求，通过
播放祖国变化的视频激发爱国情怀，拓展数
系知识健全思维能力，达到德性、健康育人的
教学目标。

在区教师进修学院的指导下，无数个课
例经过教学实践的锤炼，充分验证着五育“育
人点”与学科核心素养的完美融合，呈现出良
好的育人效果。

另一方面，为了有效促进教学质量的提

升，学院还持续跟进课堂评价，推动学科“全
息育人”真正落到实处。

“感觉阅读课都是由一个个任务串联起
来，阅读的过程就是完成任务的过程，学生难
以提起兴趣。”在一次初中英语学科“全息育
人”教研活动中，兼善中学教师顾力力上完展
示课后提出了自己的疑惑。针对顾力力的问
题，观课老师们展开了激烈的分组讨论，得出
了“达到了学科育人目标，但学生参与度存在
不足”的一致意见。

区教师进修学院英语教研员曾萍对此评
价道：“要更多地关心学生的学，而不只是老
师的教。目标清晰，活动有料，适当的评价与
鼓励能有效增加孩子的参与度。”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北碚区
教师进修学院积极拓宽学科教研渠道，指导
教师教育教学，以评价倒逼改革，及时帮助团
队走出迷茫，实现课堂教学生态的科学重塑。

向下扎根，方能向上生长。2018年，北碚
区获得市政府教学成果奖12项，国家级教学
成果奖4项，其中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一
等奖2个，获奖数量和等次在全市各区县中排
名第一。如今，北碚区教师进修学院开启的
学科“全息育人”实践正在转化成有力的动
能，助推全区教育教学结下丰硕的成果。

五育融合
全域全员推动学科“全息育人”

课堂重构
从教学走向育人的学科实践

2019年中小学学科育人理论与实践专家沙龙

初中语文课例研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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