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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 文 摘 要

2013 年大同市开始中小学名师培养计划制定。旨在为大同市尽快培养第一

批名师，加快大同市教师队伍建设。中小学名师培养的目的是：在实践过程中突

显出名师特定的优势和具体的价值，利用优质的区域化资源，帮助高水平教师的

专业发展。名师培养区域推进研究，不但有利于名师培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而

且有利于名师专业水平发展的不断提高。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同市中小学名师培养区域推进现状。针对大同市名师培养目标，从

培养管理办法、基本原则、主要内容、培养形式、培养过程、评价与考核几方面

去阐述推进现状。

第二，大同市中小学名师培养区域推进效果及其经验。效果主要有开阔视野，

增强信心、自我改造，自我锻炼，自我成长、成立工作平台，扩大名师影响、出

版论文论著，教学科研成果。主要经验有：培训内容新颖，形式多样、“人人上

讲台”授课模式、促进教学反思、搭建沟通交流平台、提高终身学习能力、提升

信息技术能力等。

第三，大同市中小学名师培养区域推进存在问题及其原因。存在问题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方面：培训供给难以满足培训需求、培训积极性不高、培训内容脱离

学校实际、“参与式名师培训”落实不到位，重视理论学习轻视教学实践、名师

培养过程中工学矛盾突出等。原因主要有资源供给不足、参与式教学实践不够深

入、教与学不能协调发展、管理机制不完善等。

第四，大同市中小学名师培养区域推进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主要解决对策

有：培养目标有层次性、培养模式多样性、树立“名师文化”、加强人文培训、

加强理论培训与教学实际的联系、增强“参与式教师培训”的力度、加强培训管

理等。

关键词：中小学；名师；培养；区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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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13, teacher training program was launched in Datong. The
purpose is to train the first batch of famous teachers carefully for
Datong, so as to help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
f the teaching staff in Datong. The purpose of cultivating famous t
eacher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s to highlight the specifi
c advantages and specific values of famous teachers in the process
of practice, and to use high-quality regional resources to help the p
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high-level teachers. Promoting the resear
ch on the training area of famous teachers is not only beneficial to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the training system of famous teachers,
but also to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professional level o
f famous teachers. The specific contents include the following aspec
ts:

First: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promoting the cultivation of fam
ous teacher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Datong. Taking t
he cultivation of famous teachers in Datong as an example, this pa
per elaborates the "cultivation plan of famous teachers in primary a
nd secondary schools in Datong" and expounds the importance, nec
essity and methods of promoting the cultivation of famous teacher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Datong by analyzing the cultiv
ation process of famous teachers in Datong.

Second: The 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s of Datong'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training in regional promotion. The
main 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s are as follows: Setting up "fa
mous teachers'studio" to play the leading role of famous teachers' r
adiation, relying on high-quality network platform, improving the ex
emplary and leading role of famous teachers, activating high-quality



III

resources, building a platform for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cati
on for famous teachers, establishing a new teaching concept, and i
mproving their lifelong learning ability and adequacy. Give full pla
y to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mprove the informatio
n technology ability of famous teachers.etc.

Third: The shortage and reasons for the promotion of Datong t
eachers' training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t is mainly ma
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growth of training demand, th
e difficulty of training supply, the lack of positive attitude and emo
tion towards training, the deviation of training content from the real
ity of the school, the inadequate implementation of participatory trai
ning for famous teachers, the emphasis on theoretical learning and t
he neglect of teaching practice, and the lack of work-study spears i
n the process of training famous teachers. Shield prominence,etc.

Fourth: The improvement measures and future expectations of
Datong'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training.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improve the training of
famous teachers in middle and small schools in terms of increasing
the investment in training funds,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of
training,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and strengthening the positive attitu
de towards training and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of famous teachers,
strengthen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raining theory and teaching
practice, increasing the intensity of "participatory training of famous
teachers" and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of the training process
of famous teachers. Learning famous teachers, training areas, impro
ving measures and future expectations

Keywords：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Famous teachers;Training;
Regional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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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1.1.1问题提出

名师是指在某方面教学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并在这些学科教学方面起引导

作用的教师。名师不仅仅需要自己不断学习，更要把这种自主学习的精神传承下

去。根据名师的特点，我们将名师分为教学型名师、研究型名师、管理型名师。

本论文所研究的名师培养仅是教学型名师的培养。指的是对名师培养对象进行有

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培训，经过几年时间使他们成长为在专业领域内有名望

的教师。当前，优质教师资源越来越受到重视，各种形式的名师培养工程也在全

国范围内开展，实施主体基本上是教育行政部门。通过大量资料的阅读，我们觉

得名师即是在某方面学科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和知名度，能够把握课程与教学改

革方向，在教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建设中能担当重任的教师。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作为教育事业的第一生产

资源，不仅仅是国家繁荣富强、民族希望、人民满意的重要基石，更是整个社会

不可或缺的动力。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名师队伍，不仅能全面提高本地基础教育的

整体水平，而且还能全面推进本地素质教育的快速提升。推进素质教育的关键，

重点是加强、提高每个学生的基本素质。而提高教师的素质是提高学生素质的最

好催化剂。在社会高度发展的今天，互惠互通成为普遍趋势。每一个在现代创新

和现代教育方面做出成绩的地区，在夯实于本地区教育发展的前提下，应当把本

地区域推进的成果总结成文为其它区域教育发展提供借鉴和经验。

名师培养在我国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可供参考的成熟经验少之又少。就我市

来说，像这种高端的中小学名师培训也是第一次组织，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情况。

在各种提升教师教学能力的培训模式中，中小学名师培养模式脱颖而出，通过名

师培养这一模式和机制，对教师培养体制改革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模式不

但可以提升教师专业发展水平，更在中小学名师培养推广方面起到作用。把名师

的培训以及培养结合区域化的模式，可以大大加强名师培养的针对性与价值性，

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其他教师培养模式的不足。

1.1.2研究意义

发展、进步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好的高质量的教育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一点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共识。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教育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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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好的教育离不开好的教师，尤其是高品质的教师团队。为了提高中小学教师

的综合素养，达到更高的标准，教育的创新、改革以及素质教育还需要进一步推

行。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培训显得尤为重要。需要确定什么才是有效的计划，如

何更好的达到目的。培训对教师水平的提高有很大推动作用。在优化师资结构的

同时，也能提高一定的教育创新能力。优秀的教师一步步蜕化为名师，必将为我

市教育事业增添新的活力。

从我国整个教师队伍的宏观角度来说，名师早就成了一个很特定的称谓。为

了探索地级市中小学名师培养的区域推进实践路径，以大同市为例分析地级市中

小学名师培养具体方法、成果与经验，提出中小学名师的培养思路。旨在通过对

中小学名师培养区域推进的方式、方法提出一定的建议，以期能对当前区域推进

中小学名师培养提供帮助。名师培养主要倾向于满足教师个人需要，重视教师在

教学实践过程中的问题解决和所需技能的获得。培养的名师回到学校再培训其它

教师，也为一定区域内教师培训提供师资保障。

1.2 已有研究成果述评

1.2.1国内现状

在当前国内教育环境的宏观背景下，名师在我国教育体制下的优势作用越来

越明显。这一点也得到了大部分专家学者的认同。为了建设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

并打上区域化的标志，多地采取了不同形式的名师区域培养。在国家宏观层面和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中观层面的的支持下，各地的名师培养项目百花齐放，内容多

彩。各地教育行政部门都希望能尽快建立一支适合本区域特点的名师团队。以此

为引领，提高本地教师发展的整体水平。以此为基础，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将进

一步推进本区城的整体教育水平。对名师培养区域推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

个方面：名师区域化培养的内涵；名师区域化培养的目标；名师区域化培养的内

容；名师区域化培养的途径和形式；名师区域化培养的不足和改进。

1.2.2名师的基本内涵

从过往的经验来看，教育改革的成败很大因素在于教师。激发学生的潜能和

学校持续发展都离不开教师整体水平的提高。社会需要优质教育，优质的教育需

要依托名师，如何使教师变为名师成为关键的要素。名师是指在某方面教学领域

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教师，即具有较高教学能力并得到同行高度肯定的教师。简单

来说，名师是师德的模范、育人的专家、教学的能手、科研的表率。名师就是学

生最敬佩、家长最信任、同行最敬仰、社会最认同的优秀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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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名师培养区域推进特点

名师培养也就是有计划、有目标的教师教育，也可以说是优秀教师的系统在

职教育。按照博拉姆的观点，这种在职教师的培训活动，就是“在他们获得相应

的教师资格证之后，再进一步提升他们的专业知识、提升他们的专业技能、重塑

他们的教学态度，进而能更好地从事教学工作”。
①
首次论述区域教师培训的文章

是孙国春（2012）的《教师区域培训特性、依据及课程开发》。在此一文中，他

认为教师区域培训是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基于区域发展战略、师资建设规划及特定

时期的教学任务而组织的教师培训。在名师区域化培养的特点上，学者孙国春将

名师培养区域推进的特点归为四类：教师培养区域推进是面向大部分教师的培

训；教师培养区城推进受本地传统文化制约；教师培养区域推进具有促进本地教

师持续发展的性质；教师培养区域推进有当地的教育行政支持作保障。
②
对名师

培养区域推进的研究，既不能忽视一般教师培训的特点，也不能完全照搬一般教

师培训的方式，而是综合一般教师培训的特点和区域教师培训的特点。名师培养

的目标是名师培养活动预期要达到的结果，是名师培养活动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是整个培养活动的宗旨。学者钟祖荣（2001）从名师培养对象的发展目标、自身

基础以及当前名师培养的现状来考虑。
③
确定发展需要了解教师的个性、教师的

成长规律、社会和教育行政部门对名师的要求和特点。

1.2.4国外现状

国外的研究数据发现，名师成长主要依靠自我的成长。长期教学和研究与阅

读实践的增长尤为重要。前苏联教育家 Maka Lianke 在当小学教师时就开始对教

育教学进行科学研究。他在理论联系实际这条道路上坚持到底，创作了无数科研

著作，最终成为名师，也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英国有一种教师中心模式，主

要是针对教师日常教学工作中的具体需求，创建一个适合他们的平台，提供特定

的场景，通过教师集体的力量，探讨和解决一些无法依靠个人能力解决的问题。

不但能够达到共享知识和教学方法的目的，更可以培养教师自学的能力。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1.3.1研究内容

本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大同市中小学名师培养区域推进现状；

第二，大同市中小学名师培养区域推进效果及其经验；第三，大同市中小学名师

①
巩向凯. 中小学名师区域化培养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32-33

②
孙国春. 教师区域培训特性、依据及课程研发.中国教育学刊,2012,09.71-72.

③
钟祖荣.中小学骨干教师培训目标体系探析.中小学教师培训,2001(1):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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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区域推进存在问题及其原因；第四，大同市中小学名师培养区域推进存在问

题的解决对策。

1.3.2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文献法、经验总结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

文献法，是搜集和分析研究各种现存的有关文献资料，从中选取信息，以达

到某种调查研究目的的方法。对“名师”“名师培养”“区域推进”等关键主题的

研究，主要从相关专著期刊和 CNKI 数据平台等途径收集文献，并对文献表述的

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和总结，并持续跟踪相关研究的动态，从前人研究中汲

取有用的成果，扩展视野，扩展思路，为研究创新提供依据与支持。通过对相关

文献的搜集、阅读、分析和思考，不仅为本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文献资料，而且

也为本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经验总结法，经验总结法是借鉴大同市教育培训已有的实践经验内容，用来

找寻切合本研究内容的经验。

访谈法，访谈法是和一部分名师进行交流，获取现阶段名师培养的基本情况

和培养效果。

问卷调查法，问卷调查法主要是通过面向整个计划过程中的参与对象进行的

对中小学名师培养对象在培养过程结束后的情况的了解和问讯。通过这一做法，

了解需求、解决困惑、改进失误，做好资料留存,对未来的工作做一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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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大同市中小学名师培养区域推进现状

全国一些省市已经开展了中小学教学名师的培养计划，各省市的培养方法不

尽相同。如广东省开展了“中小学名师工作室”建设，山东省开展了“齐鲁名师”

培养，甘肃省开展了“陇原名师”培养，这些省市开展“中小学名师培养计划”

的一个普遍特点就是采用专家引领、集中进修等多种方式来对“中小学名师”进

行培训，但一般侧重于利用高校进行培养，对中小学名师的考核主要侧重于其对

发挥专业引领和辐射作用的考核。

为提高大同市基础教育质量，培养一支基础教育领军人才队伍，带领全市中

小学教师队伍专业化发展，促进基础教育质量稳步提升。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关于实施“山西省中小学教学名师培

养计划”的通知》《大同市百校兴教工程实施方案》等文件精神，以及《关于实

施“大同市中小学教学名师培养计划”的通知》（同教师[2013]7 号）文件的规

定，大同市决定实施中小学名师培养计划。根据该计划要求，利用三年的时间，

为大同市基础教育打造一支教学名家型教师队伍和学科领军团队。据此制定了以

“《破茧》、《化蝶》、《舞天》”为阶段的中小学名师培养计划。本章将通过对大同

市中小学名师培养过程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契机，阐述区域化推进的重要性、必

要性及方法。

大同市名师培养计划包括集中研训、教育教学实践与问题研究、出版论文论

著与教学科研、基础教育考察四个部分。通过专家引领、外出研修、影子培训、

学术研究、网络研修、著书立说等方式，经过三年的培养，使培养对象在政治思

想与职业情怀、专业知识与教学水平、教育能力与科研技能等方面有较大提高，

成为在市内外、省内外享有较高声誉，能够发挥示范引领和辐射作用的专家型名

师。

2.1 大同市名师培养目标

名师培养过程实行持续不断的动态跟踪管理办法，实行一年一度的阶段性考

核和培养工作完成后的整体考核。名师培养对象在培养过程中因为工作变动或其

他原因，不能参加有关培养程序或无法完成培训目标的名师培养对象，就要停止

对他的继续培养。年度考核完成成绩合格后，才能转入下一阶段进行培养。名师

培养对象在三年培养期满经考核合格人员，由市政府授予“大同市中小学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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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称号并颁发相应的证书。授予荣誉称号后，建立以其名字命名的工作平台，

培养期间的培养费用转为工作平台的日常运作费用。

“大同市中小学教学名师”实行任期聘任制。每三年为一个聘任期，聘任期

满后可参加继续聘任考核认定，未参加或未通过考核人员，资格自动取消，不再

续聘。调离教育、教学、教研一线者，聘任期满后不再参加考核认定。

“大同市名师培养计划”实施主体为大同市教育局，合作机构为北京师范大

学。名师经费由大同市名师培养领导组办公室统筹管理，用于名师培养对象的外

出研修、教材书籍、专业研究、学习交流、考察实践、出版论著等各项支出。

2.2 大同市名师培养主要内容

高尚的师德修养、精深的专业水平、突出的研究能力、丰富的教育成果、显

著的示范作用是成为名师的必备素质，课程内容总体围绕培养名师这五个方面能

力展开，内容大致分为以下四点：

2.2.1提升文化底蕴，丰富人文内涵，关注时事热点，反观教育责任

研修内容：领略中华传统文化（国学）、思想（哲学）和艺术的博大精深，

了解当前国际和国内教育发展动态以及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感受当今时代脉

博和中国发展的脚步。

研修方式：读书、专题报告、交流研讨、考察实践。

2.2.2更新教育观念，把握育人规律，提升思想高度，夯实专业基础

研修内容：教育基本理论及现阶段教育热点问题研讨、课堂教学改革和创新

的理论与实践，国内外中小学教学改革发展趋势、现代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整

合，教育科研的一般方法与过程管理。

研修方式：以专题报告为主，辅之以交流研讨、学术论坛等，以集中培训为

主，辅之以自主阅读、课题研究等。

2.2.3开阔职业视野，拓展教学思路，丰富职业内涵，积淀成功体验

研修内容：融汇、吸收各地名师课堂教学改革与创新的成功经验、博采众长，

为我所用，积极反思，提炼和丰富自己的教学思想。

研修方式：异地学校教学观摩，参与专业技能比赛和名师沙龙。适时举办部

分优秀学员个人教学思想研讨会及示范课观摩活动。通过博客和微博及时发表自

己的思想、观点、收获、体会、广泛交流成功经验。

读书与实践相结合，个人思考与团队交流相结合，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研究

报告及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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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实战训练，学以致用，引领示范

研修内容：将所学用于当地的教育培训实践和教学公开课。参加当地的学科

教师及青年教师的培训培养工作，挑战自我极限，强化成功体验，激发自身潜能。

研修形式：学科指导教师去到每一个学员所在的学校，进入到他们的课堂，

进行有提高性地指导。组织学员进行优秀课例分享等活动。

本工程师资由总顾问、学术顾问、导师、学科指导专家四部分教育专家构成。

总顾问：负责工程方向和品质控制，指导工作站建设，帮助制定工程各项活

动实施方案及考核办法。

学术顾问：培养全体学员学术科研能力，如课题研究、论文写作等。

导师：指导名师培养过程中所建立的工作平台的运作，培养学员教育情怀、

教学技巧和能力、知识学习和教学研究。

学科指导教师：辅助导师和站长指导本站学员学习知识、提高水平、提升能

力、充实自我。

2.3 大同市名师培养基本原则

1、内涵性发展原则（以提升思想文化内涵为基础）；

2、专门性发展原则（针对教师本身的学科专业发展）；

3、实践性发展原则（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4、研究性发展原则（从实践到理论，从现象到规律）；

5、特点化发展原则（注重个性培养，让每个教师都与众不同）。

第一年总规模 80 人，分为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培训主体是大同市

参与本项目的中小学学科教师，根据各阶段培训任务，结合学科特性，相关活动

由大同市教育局及项目管理单位的管理人员、教育局教研室相关人员组织，共同

管理以促进“培养计划”的实施。从“培养计划”结束后一年内开始构建“名师

发展共同体”，所有学员将与域内其他教师实施结对帮扶，在名师团队的带领下，

实现大同市中小学教师队伍的整体提升。

2.4 大同市名师培养过程

名师培养计划共分《破茧》《化蝶》和《舞天》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破茧》，内容为自我规划，导师引领，内涵发展，行动研究。

第二阶段：《化蝶》，内容为团队凝炼，跟进研修，全面提升，团队成长。

第三阶段：《舞天》，内容为团队辐射，导师点晴，实战练兵，成果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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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阶段活动安排时间、研修项目、活动具体内容、成果考核与所赋学分等另

发。

表 2.5 大同市名师培养过程

时间 模式 内容

2013.5

启动、推选

培养计划包括集中研训、教

育教学实践与问题研究、研究论

文、基础教育考察四个部分。通

过专家引领、外出研修、影子培

训、学术研究、网络研修、著书

立说等方式进行培养。

第一阶段《破茧》

第二阶段《化蝶》

第三阶段《舞天》

2013 年 12 月 集中研修培训活动 ××师范大学集中培训

2014 年 3 月 读书沙龙活动
与书为伴，与经典为客。书籍可以改

变人的气质

2014 年 6 月 学术顾问入区指导

《名师指路》和《我爱科研》，经过

入站导师的精心指导，学员对科研课题选

题开题有了比较明晰的思路，活动取得了

阶段性成效。

2014 年 10 月
专题讲座、互动交流、个性化指

导
科研课题的选题、开题和如何研究

2015 年 1 月 “读书”活动

第一部分：感悟名家

第二部分：对话名家

第三部分：学员读书分享交流

第四部分：研修工作总结

2015 年 3 月
“云冈论道——课程开发与名

师成长及学校内涵建设”

1、嘉宾主题发言

2、专家主题讲座

3、自由论坛

4、名师培养工作站学科校本课程开发与

建设交流研讨会。

2015 年 7 月 《京师问道》
畅所欲言、谈收获，谈感想，提建议，

总结出在本次研修过程中的感受。

2015 年 8 月 名师“论著创作” 导师辅导讲座，分组讨论交流，个别辅导

2016 年 6 月 名师养成
成立相应的工作平台及申报自己名

字命名的工作平台主持人

2016 年 7 月 “化蝶之旅” “化蝶”阶段总结

2016 年 9 月 “问道巴渝”西南大学

教师发展、教学能力、课程改革、育

人素养、教育科研，进一步促进名师队伍

专业发展观、现代课程观、个性教学观和

现代育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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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
“舞天”

专题讲座、专题研讨、世界咖啡屋、主题

工作坊、课后沙龙、实践考察、研修总结

2.5 大同市名师培养形式

名师培养计划通过专家引领、外出研修、影子培训、学术研究、网络研修、

著书立说多种方式对名师培养对象进行全方位的培训。按照既定的研修目标和方

案，通过专家集中讲授教育教学知识与现代教育理念，再深入到真实的现场环境

中，细致观察名家名师的日常教学与管理行为，深刻感受与领悟专家名师及名校

的办学思想、理念、制度、教学方法等。再通过网上平台提供的内容丰富、理念

超前、技术先进、实用方便的优秀课程资源，及时进行交流、平等探讨，实现与

课程改革实验的决策者、设计者、研究者与实施者的多元对话。再通过写作，使

自己的主张和学说成文定型。

2.6 大同市名师培养评价与考核

评价与考核是保证这一工程整体圆满完成的最根本的基础，制定一套科学

的、完善的、专业的、有说服力的评价标准和办法更是工程成败的关键，本工程

将公平公正作为工程评价与考核的核心准则。在这个原则下设计研发各类考核办

法和依据。

过程性评价：过程性评价通常由工程办公室来主导，考核对象是导师、站长、

学员，通常考核的内容有：活动参与度，出勤率等。

一般性评价：一般性评价通常由导师和站长来实施，主要考核对象是学员在

站内活动中各项任务完成情况以及参与态度情况。

阶段性评价：由工程领导小组对工程每阶段各站、学员、导师、站长等相关

工作情况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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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大同市中小学名师培养区域推进效果及其经验

3.1 中小学名师培养区域推进效果

“名师培养计划”是我市为提高教师队伍质量，打造一支基础教育领先人才

队伍，带领全市中小学教师队伍职业化发展，推进基础教育质量快速提高，推动

全市教师素质大幅度提升，从而促进全市教学质量和教育质量提高的一项计划。

名师能形成名师效应，打造我市教师队伍品牌效应、名牌效应，提高我市教师知

名度。为大同市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名师培养计划”结束后，我们进行了广泛的访谈和问卷调查。根据名师培

养过程总结的经验以及访谈和问卷调查的结果，整个计划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总

结出一些好的经验。

3.1.1开阔了视野，增强了信心

三年的培养，名师通过××师范大学、××师范大学、××师范大学、××

大学四所师范类高校的集中学习与教学实践，扩大了眼界，扩充了知识，完善了

自我，增强了教育情怀。促使自我成长、成型、成才。

名师培养过程需要遵循一定教育规律，即教育水平的发展和教师的自我发

展。围绕培养目标，服从大局、精确定位、训用一体的原则，按照一般培养的形

式与区域培养的形式相结合、知识学习与教学实践相结合、专家指导与自主学习

相结合、市内培养与市外培训相结合、网上交流与现场讨论相结合、自主发展与

示范辐射相结合等方式，对中小学名师培养对象进行有特点、有目标、有针对的

系统培养。

修身养性，做好“言传”和“身教”的表率作用。按照师德的模范、育人的

专家、教育教学的表率”标准，坚持不懈，努力追求，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和教学能力。高级研修、个性化培养、项目引领、读书活动、撰写论文论著和论

坛交流等，提高了名师育人素质和教育教学能力。

3.1.2自我改造，自我锻炼和自我成长

掌握大量的基础理论，改变现有的知识结构，更新想法，更新知识，并反思

自己。坚持读书，丰富自己的内涵。任何人的发展都与书籍密不可分，名师也不

例外。读书的境界就是人生的境界。书籍可以使每个人穿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与

先哲进行心灵上的沟通。名师不仅要阅读有关教育和教学的书籍，还要阅读其他

类型大量的书籍。一名优秀的教师如果不学习，就不能深入地教学，也不能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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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上与学生进行深入对话。也就更谈不上先进的教育方式方法。一名合格名师，

要不断的提升自身，充实自己，博览群书。在平时课堂中才能借鉴前人经典，把

学生带入到自己的知识世界，而不是照本宣科，让学生死记硬背。教学需要名师

不断提升，而不是照搬。特别是新课改新理念正在为名师提供更广阔的舞台，也

对每位名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坚持读书，才能有更好的发展。

名师不光要有平常人的知识结构和水平，更要有深刻的思想和教育人的智慧

能力。只有课堂上的高水平教学，才能激发全体学生的学习兴趣；只有提高自己

的修养，才能讲出生动的一课。读更多的书，学更深的知识，全方位提升自己的

教学能力。我们知道，学习的方法应该是很多种类的，从不同的方面提升自己的

综合素质。活到老，就要学到老，要时时刻刻处在求知的状态。将学习作为一种

常态化，以适应日新月异的教育改革。

三年间，除了专业的书籍外，还配备了一批社会和人文科学类的书籍。如《民

主主义与教育》（约翰•杜威）、《积极心里学》（克里斯托弗•彼得森）、《思维导图

实践版》（东尼•博赞）、《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蒋勋说文学》（蒋勋）、《遇

见未知的自己》（张德芬）、《听，学生在说与》（赵希斌）、《目送》（龙应台）等

等。

3.1.3成立名师工作平台，扩大名师影响

经过三年的培养，共有 101 位名师培养对象获得相应的名师称号。他们在政

治思想与职业情怀、专业知识与教学水平、教育能力与科研技能等方面有较大提

高。为了充分发挥名师在学科知识理论、课堂教学实践和教师专业发展等方面的

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使其逐步成长为学者型、专家型教师，大同市成为山

西省首批成立 12 个相应名师工作平台的地市级城市。

为了扩大相应名师工作平台的影响力，也为了方便相应的名师工作平台开展

工作和明确任务，各名师工作平台将采取“名师名字+教课阶段+所教学科+名师

工作平台”的方式命名。

名师工作平台在名师主导下，依托以师带徒和参加集中培训等方式，开展基

于网络平台和现场研讨的学科研究、教改创新和教学磨练。实行实体化与信息化

相结合的教师培养模式，旨在培养一批学科带头人，发挥其在教师培养培训、课

堂教学改革和学科专业发展方面的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名师工作平台要以

发挥教学名师特点和高尚师德为主要任务，不断提升名师的教学质量和教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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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为名师成长时刻增加动力。结合互联网平台、线上交流等活动，扩大名师工

作平台的影响力，并逐步建立融合多学科的教育环境。

3.1.4依托优质网络平台，提高名师辐射影响力

借助大同市教育电视台，开设“名师大讲堂”栏目，扩大名师在区域范围内

的辐射影响力。配备线上管理人员，通过在线交流，及时为广大教师答疑解惑。

“名师大讲堂”是一种优质教学形式，能够把教学经验完美的总结，更能够

体现不一样的教学智慧。广大教师通过思考受到启发，势必对自身专业素养和教

学水平有所助益。通过名师大讲堂激发广大教师求知欲，把名师的独特思维方式

内化为自己的思维，可以和授课名师同步学习、同步思考、共同进步。

3.1.5出版论文论著

任何一种实践活动，必须有理论的指导，必须在继承、借鉴前人实践、创作

的理论前提下，才能使实践跃上新台阶，发生质的变化。论文论著是交流手段也

是工具。撰写教学论文论著离不开教学实践，离不开学习和研究，这种从实践中

探索和进行资料的整理和再次学习的形式，不但能提升名师培养对象的教学能力

和水平，而且能使名师培养对象很快地从普通教师向教育专家转化。

为了更好地指导名师培养对象出版论著，在培养过程中，从选题、开题、写

作等各环节，导师、顾问都进行过专门的指导和帮扶。坚持严谨的学风、严肃的

态度、严格的方式，坚守思想性、创新性、科学性。103 位名师共出合著 2本，

其中 4名名师出版个人专著 4本。

3.1.6教学科研成果

社会发展要求教师能够承担更多的责任，不仅仅是简单的教书育人，更需要

的是一种研究精神。教材即教学内容要不断融入新鲜的血液。不同教材需要不同

的方式去解读，教育需要创新模式，才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只有当名师培养对象

具备大量的知识储备水平和教学研究能力时，才能更好的实现教研一体。

从教师的整个职业生涯来看，教育教学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对教师的专业知

识提升、专业能力增强和专业背景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教师进行教学研究可

以提升自己的各种能力水平，提高自己的整体素质。国内外的许多教育家，他们

在教学中研究，在研究中授课，逐步形成自己特有的教学风格，成为有影响力的

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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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转变以往的、陈旧的教育思想，教师必须通过不断研究与创新，更深层

次的探寻素质教育的真谛。当名师成为教学研究人员时，教学和研究活动才能落

地于课堂，教育研究成果才能在教育实践中得到很好的应用，并转化为教育生产

力。

通过入站导师的精心指导，名师对科研课题有了比较明晰的思路。各名师工

作站专门开展了关于科研课题和校本课程开发的培训指导。三年时间，八个名师

工作站的名师们共开题八个，结题八个，取得了很大的科研成果。

3.2 中小学名师培养区域推进经验

3.2.1培训内容新颖，培训形式多样

“名师培养计划”包括集中研训、教育教学实践与问题研究、出版论文论著

与教学科研、基础教育考察四个部分。通过专家引领、外出研修、影子培训、学

术研究、网络研修、著书立说等方式开展培养计划。

在培训内容上坚持“四性四化”，即目标性、实践性、发展性、统筹性和系

统化、梯次化、实用化、人性化。在“四性四化”的基础上，培养计划收到了圆

满的效果。

3.2.2开展“人人上讲台”授课模式

通过人人上讲台的方式，可以共享特色做法以及好的教学经验。由于名师培

养对象个人的知识水平、技术能力、教学经验等方面存在差异，有些名师培养对

象在某一学科领域学有专长，他们完全可以现身说法，将自己教学工作中的思考

及经验讲给其他教师听，大家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3.2.3多种形式促进名师培养对象对教学行为反思

教学过程中的反思是指教师在平常的工作学习教书育人中不断总结、不断思

考、不断发展。教学反思是名师能力进步与个人成长的重要环节。名师培养要求

名师培养对象持续改进和创新符合个人实际情况的反思能力，使“回头看”成为

常态化。孔子曾经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考是学习最好的助推器，没有思考

的学习终究会变的迷惘而一无所得。孟子也说过：“思则得也”。面对各种新的教

育思想、资源、手段和方法，名师培养对象们不能简单拿来，而是要通过对具体

问题做出具体分析，结合自身的特点和实际的教学情况，用以提升自己的教育教

学能力。不断学习提高能促使名师培养对象把教学反思作为一种定题方案。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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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名师面对面交流时，要努力做到深究细研、拓宽视野、入木三分，让思想的

火花在碰撞中闪现光芒。

3.2.4为名师培养对象搭建沟通和交流平台

提升凝聚力、扩大参与式教学模式、不断创新贯穿整个培养过程始终。目的

是构建一个舞台，创造一个条件让名师培养对象能够脱颖而出。所以在整个培养

计划中，鼓励贴合培养对象真实情况以及差异化的发展目标，形成自主化的学习

模式，由内向外的发展。培训形式的多样性和开展活动的有效性，为日后名师培

养对象开展校本研训活动提供了借鉴模式和理论基础。

3.2.5树立新的教学观念，提高名师培养对象终身学习能力

整个培养计划的实施，促使名师培养对象有了学无止境的观念，改变了已有

的教育教学理念。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自我学习和与他人交流的常规活动，他们

树立了新的教学观念和新的教学方法，使各类教研活动都得以深入开展。结合新

课标系列活动的开展，所有名师培养对象加强了对新课标的理解和研究能力，同

时优化教学手段，提升教学能力。带着教学实践中的种种疑问，他们树立了新的

成长观念——阅读是最好的备课。读书的同时获得了先进教学观念和实际教学技

能，同时提升了教育教学水平。

3.2.6充分发挥信息技术作用，提升名师培养对象信息技术能力

信息时代对课堂教学提出了更高要求，教师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信息

技术在现代教育中的广泛应用，对于转变教育观念，促进教育模式、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对于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基础教育的发

展，全面提高教育质量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必须清楚地认识到除了掌

握基本学科的大量知识外，还必须引领和掌握信息时代的知识理论和基本素养。

整个“名师培养计划”中，为提高名师培养对象的信息技术能力，促使信息

技术与课堂环境的整合。以专题报告为主，辅之以交流研讨、学术论坛等多种形

式。促使信息技术成为名师培养对象在教学过程中运用的重要工具。充分发挥信

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作用，提高课堂效率，突破重难点。甚至在信息技术的实

践中改变现有的教学理念、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逐步实现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

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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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大同市中小学名师培养区域推进存在问题及其原因

4.1 存在问题

4.1.1培训供给难以满足名师培养对象的培训需求

由于教育教学管理和改革的不断深入，作为培养对象的名师，他们的需求也

在不断的增长。从个人心态和思想上来讲，想要在短时间内满足个人培训预期。

举例来说，像扩展内容、切合实际，方式新颖、理念实践相互融合、便于具体场

景上运用等等。而这些需求又局限于培训时间和培训经费，很难满足。

4.1.2名师培养对象对培训的积极性不高

在整个名师培养过程中，一部分培训内容只注重教学理论和教学技能的学

习，忽略了对名师培养对象的心理健康和职业认同等方面的培训。参训的名师培

养对象对基本概念掌握的很好，教学能力也有提升。随之而来的更多是负面的情

绪，很多名师培养对象从自身角度出发并非自愿参加培训，认为培训只是走过场、

完任务，对自己的教学提升帮助不明显，参加培训的积极性不高。

4.1.3名师培养的部分培训内容与学校的教学实际有所脱节

名师培养过程中，大多数培训活动是在高校进行，由高校专家教师进行讲授。

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培训内容与具体情况两张皮。由于专家本身教学领域的局限

性，导致对中小学情况不清楚或了解很少。随之而来的影响就是部分授课专家迫

不得已将培训的重心偏理论，甚至出现授课者将固化的授课经验以通篇灌输的方

式给培训对象，培训内容严重与实际情况脱节。展现给培训对象的是泛泛可陈的

培训内容，以及固守老旧思路的方式，缺少新理念、缺少创新。还有授课老师完

全忽视培训对象特点和区域性的差异，存在固化教案讲到底的情况。“大”、“浮”、

“假”不切实际，同时也不符合教育教学的实际，这些都严重制约了名师培养对

象参训的积极性，也达不到预期的目标。

4.1.4“参与式教师培训”落实不到位，重理论轻教学

在整个名师培养过程中，大部分的培训形式往往只是纯理论培训，缺乏跟岗

实践活动的培训。培训组织者偏重对理论学习内容的安排，名师培养对象也能认

真听课、做好笔记，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到了教学联系实际的现场环节，许多名

师培养对象专注力下降，失去兴趣。值得注意的是，针对场景教学研讨、交流问

题等互动环节时，绝大部分名师培养对象活跃程度直线下降，在组内研讨时，许

多名师培养对象变得沉默，不愿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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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名师培养区域推进中培训工学矛盾较为突出

名师培养过程中的培训活动使部分受训名师培养对象感到左右为难。让他们

期望的是，大同市的基础教育工作已经迈进了关注教师自身发展的时期，在现阶

段所处的环境中教师也有了很重要的一席之地。让他们感到失望的是，一直以来，

教师专业发展理念没有得到教育行政部门的重视，教师在职教育与教师能力提升

没有形成关联。教学工作和在职培训时间上的冲突因此产生,这种冲突称为“工

学矛盾”，“工学矛盾”是制约名师培养效果的重要因素，主要体现在当前教育体

制不完善、培训内容脱离实际、需求无法明确等等。

4.1.6名师培养的经验做法无法与校本培训很好衔接

整个培养过程结束后，如何把培养成果同校本培训相互衔接，如何通过课堂

教学使名师培养对象将自己学到的教育教学理念、课堂教学实践在本校落地生

根，成为当务之急的问题。

当前大部分学校的校本培训是通过讲授的方式，把相关领域的资深讲师或相

应的领导邀请至学校内，一般情况下他们的授课往往针对性较差，与本校的校本

培训教案严重脱节，其中更有临阵磨枪、胡乱拼凑的培训方案和讲话稿件。随着

讲课实践重要性的不断加大，需要更加突显现有学校教研室在校本培训中的作

用。学校教研室主要是由本校教师组成，立足于本校的发展，以本校课堂为阵地，

把名师培养的成果和经验落地在本校，再通过本校全体教师的深入学习、认真分

析和广泛讨论，在课堂教学实践中不断前行。

4.1.7名师培养过程中一定程度上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

从整个名师培养计划的组织层面看，培养过程中的培训是教育行政部门组织

的。名师培养中的培训应该是一种有计划、有过程、有效果的活动，是一种长期

的、可复制的活动。培养的关键是要有目标、有针对、有效果。但是，在具体实

践过程中，为了达到既定的目标，有一些培训环节在没有进行科学详细实践调查

情况下，通过行政指令的方式下达，强行要求名师培养对象参加所有环节的培训。

这种培训管理机制粗放不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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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存在问题的原因

4.2.1名师培养资源供给不足

教育发展对名师的需求短时间内急剧增长。政府投入、专家师资、资源供给

严重不足，培训内容、培训形式跟不上发展变化，这些都严重影响名师培养的效

果。

4.2.2名师获得成就感不强

名师培养对象自身的教育教学能力现状与培训目标之间有差距。培训计划不

能与每一名名师培养对象专业发展需求相适应。经过一定时间的培养，名师培养

对象的收获不尽相同，成长空间也不一样，甚至拉大了他们之间的差距。影响培

训积极性。

4.2.3参与式教学实践不够深入

名师培养对象内在主动性不高。送教下乡、上示范课、专题讲座、各种论坛、

各种沙龙等活动开展不够深入。名师培养对象的学识水平、教学能力、科研意识、

专业化发展能力等都有待提高。

4.2.4教学与培训不能协调发展

目前，中小学校的师资配备或多或少都不足，名师培养对象在本学校中又是

中坚骨干力量。投入教学工作，不能很好地参加培训；参加培训，就得暂停教学。

顾此而失彼，不能相互协调，共同发展。

4.2.5名师培养过程中管理机制不够完善

名师培养对象的训前调研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根据培养对象个性化的专业发

展需求制定相应的培训目标。在培养过程中，按研究生培养模式对名师培养对象

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培养结束后，引导名师培养对象主动与同行交流，参与在

线研讨，收集、整理、上传相关资料，定期做出自我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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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大同市中小学名师培养区域推进存在问题

的解决对策

整个名师培养过程结束后，根据名师培养过程总结的经验以及访谈和问卷调

查的结果，归纳总结出一些宝贵经验，以期对未来的培养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整个培养过程一定要合理安排培训时间，统筹规划培训经费。要把名师培养

工作作为各县区各学校的重点工作，按时缴纳相应培训经费，报销交通食宿费，

提高参训教师的待遇，关心他们的生活，不得让参训的名师培养对象承担相关费

用，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同时，督促承训机构合理组织培训内容，尽量缩短周

期，提高名师培养培训效率。这样既减轻教师的负担，又能将培训精益化，从而

达到提高培训效果的目的。

持续、制度、规范是名师培养必备要点。用长远的目光看，名师培养脱离不

了政府的宏观管控，合理的资金利用、有效的制度约束，才能够保证培养的正常

运行。行政管理单位要把好参加培养名师的质量关，依据相应的规章制度管理好

每一个教师，将培养的积极作用更好的发挥出来。

5.1 中小学名师培养目标有层次性、模式有多样性

从现代教育制度看，“名师”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一方面,“名师”的标准要

求各有不同。如何用省的标准来衡量“名师”，提高市县的“名师”培养目标。

一味的模式化、标准化，无疑会给区域推进中小学名师培养带来弊端。另一方面,

名师培养区城推进过程漫长，大同市名师培养区域推进未来应该是渐渐形成“名

师”培养的整体结构,立足本身特点，分出层次和梯度,突出重点,分别管理，区

域推进，构建分阶梯递进式培训格局。

中小学名师的培养具有一定的固化模式，但区域结构决定了差异性，需要更

加注意培养方式的多样性与灵活性。高质量的名师培养，由于不确定因素太多，

不可能大范围的组织培训，需要通过制定灵活好用的制度来实现。可采取自学与

互教相结合的形式，时刻关注名师的思想动态，引导学、研、用、创的观念，通

过培训培养高层次创新性的教师人才。同时，要构建全员学习、全程学习，团体

学习的常态模式，在名师个体实践反思的基础和前提下，加强团队之间的交流和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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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名师培养过程中，要合理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网上培训平台建设，采取

互联网培训、现场讲授、名师讲座、多学科研修、个人素质提升、校本研修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培训。在培训的过程中应创新多种形式培训，以提高名师的课堂教

学质量为宗旨。

建立长期的、有效的培训方与受训方沟通机制，不断总结培训过程中好的方

法与经验，才能形成更具对应性和实效化的良性循环机制。

5.2 树立正确“名师文化”理念，注重名师培养环境建设

应该建设教师文化、名师文化。对名师培养而言，目前大多数的培养模式都

应从被动式的接受培训转为自主学习式的培训。名师培养不单单是专业素养的培

养，更重要的是师德、文化底蕴及人格魅力的培养。这就要求高端教师培养必须

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这样才有利于培养人才，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作为名师，

必须找准自己的位置，从而更好地服务学生。未来名师的培养，更需要从增强责

任感出发，摒除教会徒弟，饿死先生、良鸟择木而栖的老旧思想。

从名师培养环境的不断变革过程中发现，名师所在学校发挥的作用在名师培

养过程中也越来越明显，逐渐成为名师专业发展的基石。学校不仅是名师的生存

环境，更是教书育人的重要场所，对名师的成型和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

通过名师培养环境的发展，达到名师和学校双赢的目的。

针对名师培养对象的情感具有多样性的特点，诸如情感自愿性、情感愉快性、

情感持续性和情感隐形性等。在名师培养过程中，应当鼓励名师培养对象以个人

的视角去分析、认识、体会教师培训的内在意义。把吸收、领会的技能用以提高

个人能力，应用到自己的课堂教学当中。慢慢的使培养对象从个人观念、个人感

受等方面持续向好转变，逐步从外而内把对教师培养工作的认同转变为从情感上

的真正认同，提高自己的教学实践能力，增加自己的教育情怀。

5.3 名师培养要加强理论培训与教学实践紧密联系

名师培养过程中要切实加强理论培训与跟岗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有效的培养

过程会给实际教学能力带来不俗的业绩，而偏向于理论的培训，在一定程度上会

制约名师的表现，特别容易形成被动的局面。脱离实际的纯理论培训往往会导致

培训内容的索然无味，甚至会对当前理论衍生出无用论的想法。因此，如何把握

好理论和实践的契合点至关重要。要想提高培训效果，必须让参训的名师培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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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能够通过教学实际进行反思和思考，通过对各种问题的深刻剖析，进一步理解

和掌握培训内容。

5.4 名师培养要增强“参与式教师培训”力度

“参与式教师培训”的意义在于通过集体组织，激发单一对象的协作能力，

从而达到协同配合目的。名师培养就是要在协同合作的环境下，使名师培养对象

深入了解快乐学习的作用、协同合作的高效。通过这种方式，会把培养对象自身

的知识储备和教学理念看作基础资源，通过共享平台的建立，引导培养对象在理

论和实践中总结经验与理念；在资源共享的平台上借鉴他人的优点，迸发新的思

维火花，升华自己的认知，从而实现个人能力提高。这种培训方式可以极大的提

高名师的学习热情，激发其个人的内在潜力，使他们真正发自内心的自主学习。

在培训过程中，名师的学习不再是一味的照搬前人经验，而是通过自己思考与共

同参与者之间协同创造符合个人发展的新思路。在名师培养过程中，要多采用参

与式培训的方式，给与足够的重视，以达到提高培训效果的目的。

5.5 名师培养过程中推广“双赢”思想，缓解“工学矛盾”

从理论上讲，学习和工作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工学矛盾的矛盾性因素主要是

时间上的分配不均，工学关系一致性的关键因素是目的的不确定性。既然要均衡

两者之间的关系，必须认识到事物正反两方面的因果关系，学习和工作是可以相

互促进的，每一方面的发展都会间接影响到其关联面。因此推广“双赢”思想是

缓解工学矛盾的有效方式。

5.6 加强新课程下校本培训，巩固名师培养成果

针对培训的不同阶段，需要严格加强管理。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使名师

培养对象的培训效果逐步升华，将新课程理念融入到当前的培训环境中。过往的

校本培训往往缺乏针对性，主要原因是前来培训的专家或者名师将固定的培训内

容重复使用，既不切合实际，又没有好的效果，需要兼顾现有教研室在校本培训

中的作用。本校教研室一般是由本校教师组成，结合本校实际的实施情况总结经

验、反思问题、创新思路，通过实践一步步的推进校本培训。

5.7 规范名师培训工作，加强培训管理力度

不断循环、不断发展、不断提高是名师培养工作核心。以长远的目光看，名

师培养脱离不了政府的宏观管控，合理的资金利用、有效的制度约束，才能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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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培训的正常运行，行政管理单位要把好参加培训教师的质量关，依据相应的规

章制度管理好每一个培训教师，将培训的作用更好的发挥出来。

问题往往是推动实践继续发展的动力和方向，名师区域化培养也是如此。纵

观大同市中小学名师培养全过程，总结出不少经验，如前文提到确立鲜明个性的

培养目标，开展主题鲜明的培养活动，建立并落实保障措施。但对未来的预期，

也存在疑惑、缺陷、瓶颈。其实对于大多数名师而言，教学工作大多还停留在工

作的层面，无法避免为了工作而工作的缺陷，更无法直接使名师二字得到质的升

华；其次，名师参加培训的目的不同，大部分名师希望通过培养培训，提高自身

的素质。使接受内容和现实场景可以合理衔接，有效地解决困惑。中小学名师培

养必须精准找到名师的实际需求，实施适合区域推进培养的培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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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名师培养区域推进过程是一个长期、复杂、循环的工程，研究表明，名师培养

可以促进教学名师成长，但名师培养的目标和效果是有限度的，也是有条件的。要

充分明确名师培养过程中名师成长的内涵、意义、作用及其所面临的困惑与待解的

难题。培养在教学名师成长中的作用是明显的，但必须遵循教师培训的发展规律，

不能急功进利、功亏一篑。

按照教师专业发展规律，指引教学名师成长，根据多层次确立培养目标，如何

更好的区域推进培养模式、建立健全教师培训评价体系，培养成果快速、精准的落

地都是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实施名师引领战略，培养名师，创立教师培训的品牌

效应、名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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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大同市名师培养区域推进访谈提纲

1.教育管理人员访谈提纲

教育行政管理人员访谈提纲

XX 同志您好！我叫 XX，对大同市名师培养区域推进研究向您请教，主要是有

关目前我市名师培养的情况，以及您的想法和建议。

大同 XX

1.1 我想向您大体问一下对有关政策措施的怎么看。

1.2 就目前我市实施的各项教师培养计划，您是怎么看待和解读的。

1.3 在做教育管理这个岗位期间，怎么看待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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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名师访谈提纲

教学名师访谈提纲

XX 老师您好！我叫 XX，您是大同市德高望重的名师，对大同市名师培养工程

有什么好的建议或意见。

大同市 XX 中学校

2.1 您被选为大同市名师培养对象，进入名师培养工程学习，请您介绍一下成

长为名师的经历。

2.2 您是对大同市名师培养过程的积极作用有何感受？

2.3 作为大同市名师，请您谈谈对大同市名师工程培养区城推进的感想。

2.4 现代教育理念一直强调每个教师都要有自己的教学思想，通过名师培养的

学习，您觉得这种思想形成了吗？是如何形成的？

2.5 经过名师培养学习，您在哪些方面获得发展？

2.6 在培养学习中，通过哪些方式扩大了您的专业影响力？

2.7 通过参加名师培养，您对专业的进一步发展是否清晰？

2.8 通过参加名师培养，您的建议？

最后，衷心感谢您对我的支持与帮助！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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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大同市名师培养区域推进调查问卷

尊敬的老师：

您好!为了了解在大同市举行“名师培养工程”背景下，名师培养区域推进的

具体情形，以期完善具有大同区域特点的教育发展现状。

最后，衷心感谢您的大力支持！

1.您的性别：

A.男 B.女

2.您任教的学段是

A.小学 B.中学

3.您的学历

A.大学 B.研究生 C.博士

4..您的职称

A.小学高级 B.中学一级

5.目标是否明确

A.了解 B.基本了解 C.一般 D.不了解

6.帮助是否很强

A.非常强 B.强 C.一般 D.不强

7.对个人帮助能不能够体现

A.能 B.一部分 C.没感觉 D.不能

8. 具体过程是否了解

A.了解 B.基本了解 C.一般 D.不了解

9.效率较高的方式是

A.看书 B.讲课 C.交流 D.听课

10.专业水平提升有哪些

A.理论技能 B.实践能力 C.思想认识

D.形成教学特色的知识 G.教师成长的知识

11.效果显著的部分

A.线下讲座 B.线上教学 C.研讨 D.现场

12.有那些不足



附录

26

A.新颖 B.能动性 C.执行力 D.协同

13.大同市名师工程培养推进几年来的效果怎么样

A一般 B.很好 C.好 D.没效果

14.针对大同市名师培养，以下哪个对您帮助大

A.个人 B.老师 C.学员 D.教育机构 E.国家政策

15.从大同市本次名师培养计划中是否有启示

A.是 B.否

16.那一阶段的培养模式是您最满意的

A.《破茧》B.《化蝶》C.《舞天》

17.从名师培养后，您主要在哪些方面有所期待

A.带教青年教师成长 B.推广实用的教学技巧与理念 C.促进学校名师培养常态

化

18.大同市名师培养是否有效

Ａ.是 Ｂ.否

19.您参加这次大同市名师培养，有哪些提升？

20.就大同市此次的培养，请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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