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渝中区 名师荟萃点亮母城教育光辉
母城渝中，名校云集，名师荟萃，教育发展各项指标位于全市前列。
优质教育的背后，离不开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据了解，渝中区教师队伍中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6人，重庆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6人，未来教育家培养对象8人，特级教师37人，中小学正高级教师35人，市骨干校长9人，市级骨干教师511人，区级骨干教师593人，市区级名优教师数约占全区
教职工总数的22%。

在这些名优教师成长背后，名师工作室作用功不可没。长期以来，名师工作室在名师培养、教师质量提升、教育教学研究、教育教学成果孵化等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据统计,从2004年至今,渝中区先后挂牌成立共10批次50个名师工作室，形成了在全市乃至全国具有广泛美誉度的李永红、罗虹、罗化瑜、郭莉等名师工
作室，培训学员达550余人，一大批中青年骨干教师依托名师工作室平台，快速成长为在全市、全国都有影响力的教育新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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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一群人走得
会更远。

名师工作室从其实质上说，是一种
专业学习共同体。专业学习共同体，最
早发轫于上世纪90年代，在英美等国兴
起，极大地促进了基础教育教师的成长，
成为知识经济背景下一种新的教师专业
成长模式。

在渝中区看来，名师是“教育生态系

统”中的一棵大树，名师们的高度使得他
们能够成为改造教育气候和环境的示范
性力量。然而，名师工作室不得其法、流
于形式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一
些名师工作室甚至有名无实。

名师工作室建设存在哪些机制性
“梗阻”？如何充分发挥名师工作室效
应？渝中区先行先试，于2004年启动名
师工作室建设，走出了起步早、规模大、

效果好的实践路子。
渝中区形成了以教育行政部门为主

导，以教研单位、学校、工作室主持人及
学员教师为主体的治理队伍，各司其职，
协同治理，确保工作室顺畅运行。

渝中区教委负责“名师工作室”的组
织领导和统筹管理，渝中区教师进修学
院负责日常业务指导及工作协调，工作
室主持人全面负责工作室各项活动开

展，工作室学员参与各项工作室工作。
一位名师工作室负责人表示：“为了方便
交流，这五个方面的相关人员组建了工
作室交流群，大家充分对话，民主交流，
以共治求善治，更好的促进了在治理过
程中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如何保障名师工作室顺利运行？
渝中区建立了“师资—团队—学科—

科研—平台”一体化建设的多部门协同
培养机制。营造了有利于教育人才优质
成长、快速成长、人尽其才的制度环境，
增强了区内教育人才集聚能力，推动教
育事业科学发展。

此外，渝中区以制度为保障，规范和
激励工作室团队运行。制定了《重庆市
渝中区名师工作室管理办法》，2019年3
月，全区教育大会出台《加快全市一流学
校建设，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30条
措施》大幅度提高名师工作室工作经费，
主要用于培训指导的劳务报酬、购置书
籍、观摩考察、专题研究、团队建设等工
作。近2年，区财政给予了“名师工作室”
共计560万元的经费支持。

在增加资金投入、加大人力支持基
础之上，渝中区在评价名师工作室的成
效上也有自己的一套标准。渝中区在评
估名师工作室时，不仅关注活动数量和
考勤情况、立项课题和科研产出、个人获
奖和职称晋升等硬性指标，对于学员本
身在参加培训过程中的收获、学员的个
体差异与成长快慢等情况，也有相应的
评价标准。

以事业留人,以感情留人,更以行之
有效的、完善的激励机制鼓舞人，渝中区
以名师工作室为引领，激活了全区教育
一池春水。

一马当先 制度保障 让名师引领教学

郭莉名师工作室学员交流学习会现场

近日，渝中区成功申报“国培计
划（2020）”——乡村中小学教师专业
能力建设项目渝中区2020年新入职
教师试用期培训。

一直以来，渝中区始终把加强教
师队伍建设、提高师德水平和业务能
力作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推
进教育均衡优质发展”的着力点和突
破口，坚持把提升新教师培训质量，
作为提升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关键
环节。

从 2016 年 10 月起，区教委创新
新教师见习期培训模式，全面启动了
新入职教师基地学校跟岗研修工作，
助力新教师快速成长。经过两年多
的探索实践，目前全区共有9所中小
学、幼儿园被认定为区新入职教师跟
岗研修基地，累计为40余所学校、幼
儿园的近200名新入职教师开展了为
期一年的培训，为他们搭建了成长平
台。新入职教师学习的内容主要包
括教育法规与师德修养、专业技能与
教学实践、班级管理与育德经验、教
学研究与专业发展及教育技术与综
合素养等多个方面。

多年来，9所基地学校、幼儿园的
指导老师始终把每一位新教师都看
作自己学校的老师进行无私培养，用
心、用情做好新教师培训工作。指导
各基地学校、幼儿园在工作运行规
范、教育资源整合、学校特色与文化
的深度融合等方面进行探索实践，不
断完善新教师跟岗研修工作机制，助
力新教师变“新生力量”为“有生力
量”。

名师引航
教坛新秀崭露头角

李永红工作室致力于他提出的“生
活化作文”研究，用撰写下水文、赛课、评
课、说课、项目研究等大量高强度任务驱
动促使着学员专业精进。2019年，工作
室3名学员在工作室倾力相助下同时获
得“一师一优课”部级优课，且三位学员
均来自区内普通中学。

张学忠工作室学员围绕主持人倡导
的“元阅读”进行研究，20余篇“元阅读”
相关文章发表，25篇论文获得市级一二
三等奖和区级一等奖，4篇论文在人大复
印资料等核心期刊发表。

王安民工作室“心动物理”团队目前
在市区也是小有名气，疫情期间，团队打
造的家庭实验网课受到师生好评。

渝中区名师工作室为什么能够得到
如此好的发展？

秘诀之一是优选名师，赋权赋能。
据悉，工作室主持人的确立是工作室建

设重要的一环。渝中区选拔名师体能、
意愿、人品、担当、学术、声望一个不能
少。工作室主持人是通过个人自荐、学
校推荐、专家评议层层严格程序选拔出
来的行业精英。

“术业有专攻，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
人做，优选名师然后赋予他们充分的信
任与权利。”渝中区教委相关负责人强
调，渝中区赋予名师工作室主持人遴选
学员、制定发展规划、确定研修方式、安
排工作室时间、使用划拨经费、对于学员
的表扬奖励或批评除名等多项权利，让
他们大展拳脚。

在极大的信任和支持下，工作室主
持人如何引导每个成员发展呢？

研究课堂是工作室的重点，也是工
作室的常态。工作室主持人何元俭确定
了以“课例研习”为载体，在仔细研读新
课标规定的高中语文学习的18个任务群

的基础上，工作室确立研习的课例划分
为整书课、选文课和活动课。3年来奉献
了许多优秀的课例。

基于真实问题解决，在项目解决中
深度研修，是培养教师教育教学实践智
慧的最好策略。主持人李永红聚焦“生
活化作文”，在解决“写什么—为什么写
—怎样写”的统整设计中，以澄清精要好
懂可操作可运用的写作程序性策略性知
识开发为抓手，为写作教材落地课堂提
供最前沿最完备的解决方案。

课题研究就是提升学员专业素养的
重要途径。王安民工作室依托“心动物
理课堂”系列的6个市级规划课题,引领
10位学员投入系统、完整和专业的课题
研究活动中去提升他们的专业素养。

值得一提地是，工作室主持人在高
水平引领中，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起到
了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工作室主持人左文珍将自己从教数
十载形成的“左妈 心·识”育人理念倾囊
相赠，有效提升学员班级管理智慧和学
员的教育境界，让工作室成为渝中英语
教师成长的摇篮。刘雅林老师眼光开
阔、不懈追求，她满怀“起步渝中，冲出重
庆，亮相全国”之雄心抱负，带领学员积
极实践……

因为出色的引领、辐射作用，主持人
在成人达己中持续高攀。工作室主持人
刘雅林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工作室主
持人谢永龙等3人入选重庆市“特支计
划”、主持人郭莉等2人入选重庆市教学
专家工作室主持人，主持人尹杰、刘小波
2人被评为重庆市第三批学科带头人，王
小毅等4位工作室主持人入选重庆市示
范性专家工作室专家等等。

放权赋能 尊重支持 让名师大展拳脚

学员黄新军老师2次被评为全国金
牌信息奥赛教练员，学员杨宇鹏入选
2019年重庆英才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学
员莫定勇、令狐林、王飞涛被评为重庆市
第四批学科名师，学员杨静老师获得美
国哈佛大学硕士学位……近年来，渝中
区工作室导师和学员出版教育教学专著
30余部，参与市级以上课题50余个，获
得国家级论文、赛课等奖项500余人次，
获得市区级以上论文、赛课等奖项5000
余人次。

在获得成绩的同时，工作室的教师
们职业热情高涨，主动学习主动发展意
识日益增强。全区教师参与名师工作室
积极性高涨，报名踊跃，有未入围的教师
甚至甘愿做一名不要结业证的旁听学
员，“遇见名师，遇见更好的自己”成为了
学员们共同的心声。

29中的田雯莹，纵然不是“正编”学
员，但其自我发展动力十足，一番努力获
取硕果累累，参加区级优质课大赛斩获
第一名。代表渝中参加重庆市作文优质
课大赛荣获一等奖，代表重庆参加全国

教师基本功大赛课例展示，依然荣获一
等奖。

或许会有人问，名师工作室的成员
会不会就是主持人的复制品?

实践证明，在工作室的全方位支持
下，学员通过自身努力也实现了各自的
成长和进步。3年里，大家在基本的课堂
教学能力以及对好课的理性评鉴能力等
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磨炼中逐
步形成了自己的教学风格，形成了不一
样的课堂风景。

巴蜀中学高亚浩旁征博引，曲径通
幽，务实而有深度。重庆57中王赵军，智
趣横生，张弛有度，严谨细致，扎实高
效。66中学张敏亲切自然，根植生活，娓
娓而谈，细细道来。有的老师激情澎湃，
有的老师含蓄内敛，这本来就无法统一，
教学风格百花齐放才能让教育充满美。

如何认识这种成长发展呢？
“这就像是一束光，是一种外界刺

激，主要的作用是去激发和唤醒。”在渝
中区教委相关负责人看来，这种看似无
形的影响，才是名师工作室最有后劲的

力量，一堂课、一次讲座，它的内容和价
值是很脆弱的，时间推移，学生不太能回
忆得起来。但名师的情怀和精神，却是
可以传承，影响到更多人。

事实上，在渝中区“出室而不离室”
的大有人在，他们已经“结业”，却仍旧积
极参与工作室的活动。对他们而言，工

作室不仅是名师“孵化器”，更是教师互
相帮助互相成就的精神家园。这些教坛
新秀崭露头角，成为渝中区名师队伍地
坚实力量，共同推动区域教育发展向更
优质量迈进。

何霜 姚兰 胡忠英
图片由渝中区教委提供

传承创新 成就自我 让名师更多涌现

王安民名师工作室学员正在上课

“名师引领，让我们看到了更广
阔地领域。”渝中名师杨云工作室和
渝中名师谢永龙工作室送教下乡活
动受到支教学校教师地好评。

去年，渝中区分别派出两批教师
总计8人长驻巫溪县开展支教工作。
其中中学4人，小学2人，劳动技术教
育中心2人。他们不仅高水平开展说
课、献课、议课等多种形式教研活动，
还为孩子们送去了御寒的衣物，受到
了当地教育部门和学校师生的高度
赞扬。

责任无处不在，担当义不容辞。
去年9月，为贯彻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决策部署，加大对四川省凉山彝族自
治州教育帮扶力度，渝中区教委派出
人民小学曹理红、何翔、姚小强，巴蜀
小学吴焊、刘豫、王春艳等人赴凉山
州支教。教师们积极工作、表现突
出，示范带动了支教学校的教学、教
研和管理水平提升，得到了一直好
评。

作为重庆母城，教育强区、渝中
区有丰富的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引领
全市教育是义不容辞的职责。在渝
中区，还有很多学校与市内外学校开
展联盟结队帮扶活动。重庆大同实
验学校与江津区双福第二小学校、巫
溪县尖山镇百步中心小学校举行校
青年教师赛课活动，促进年轻教师成
长。求精中学结对帮扶巫溪县上磺
中学校，充分发挥市内优质学校、优
秀教师的传、帮、带作用,促进巫溪县
教育教学质量提升……这一批学校
充分发挥了名校、名师效应，让渝中
区优质资源辐射更广。

名师辐射
共促教育优质均衡

链
接>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