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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国培计划”管理者高级研修班大会交流材料

精准落实“国培”目标要求
彰显高校“国培”工作价值

——西安文理学院“国培”工作综述

西安文理学院 郭瑞

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我校国培计

划，尤其是陕西省乡村教师培训团队研修项目的一些做法和

心得。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学校对长期以来支持、关心学校

国培工作的各位领导和各院校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下面，

就我校近几年国培工作，特别是项目县培训团队培训向大家

作一汇报，请各位领导和同仁批评指正：

一、培训的基本情况

近五年来，在省教育厅、省国培办领导以及市、县教育

局的信任和大力支持下，我校承办“国培”、“省培”项目

40 余项，培训学员 4000 余人，涵盖了中小学幼儿园各学段、

各学科、各层级。在各级领导的重视关怀和精心组织下，参

训教师积极参与，能力素养得到了普遍增强，教育教学技能

长足进步，培训工作均达到了预期效果。

2016 年，我校共承办各级各类培训 29 项，其中“国培

计划”项目县 2 个，乡村教师访名校项目 2 项，乡村校园长

项目 1项；省培项目 8项（含中小学校外活动中心项目 4项），

市培项目 4 项，委托培训项目 12 项，培训人数 2849 人。

二、我们的主要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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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中，我们以提升项目县中小学、幼儿园骨干教

师和教研员的教育教学能力与培训指导能力，打造一支“用

得上、干得好”的高素质乡村教师培训团队，充分发挥培训

团队的引领示范作用为目标，采取集中面授、网络研修和现

场实践相结合的培训模式，倡导学思结合和学行结合，实现

由“输血”到“造血”的转变。充分利用学校优质资源，结

合项目县实际，建立教师专业发展支持服务体系、区域与校

本研修良性运行循环机制，形成了具有文理特色的做法：

（一）高度重视，严格管理。我校高度重视国培、省培

项目。建立了完善的培训项目管理机制，成立以主管校领导

为组长、各二级学院与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培训工

作领导小组，负责培训项目的全面协调与统筹管理。项目执

行部门设在继续教育学院，各部门明确职责、分工合作、无

缝协作，定期会议机制，及时解决项目运行过程的问题。

根据培训目标，完善学员遴选机制、建立培训协同机制

、培训专家指导机制、学习共同体机制、优质资源开发应用

机制，着重提升参训学员的综合能力，使其能胜任送教下乡

培训、网络研修和校本研修整合培训、教师工作坊研修，为

全面提升乡村教师能力素质提供有力保障。

（二）深入调研，精准培训。从2014年开始，每年根据

前一年项目实施的反馈情况，组织专家和管理团队前往乡村

深入中小学、幼儿园进行调研，并通过网络平台征求培训学

员的意见建议，了解培训的实际效果；了解乡村中小学、幼

儿教师对培训的需求，明确了培训方向和策略。

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三对接”的培训思路。即“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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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对接——在前期学习基础上，对学员的培训能力与教研能

力进行专家引领”；“平视对接——学员走进进校和教研室

，与教研员共同观课、议课、评课，学员之间互相评议，深

层互动，提升自我”；“俯视对接——走进一线课堂，实地

操作，将培训所学在实践中打磨”。我们以“三对接”作为

培训思路，制定培训实施方案，将这一思路贯穿和涵盖于整

个的培训过程与课程体系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三）精心组织,优化流程。按照“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思路，以满足项目县培训团队的教育教学能

力与培训指导能力为工作目标，结合学校的资源优势、学员

实际需求，开展有针对性培训。

第一阶段：集中研修获新知、专家报告新理念。集中培

训阶段,在“国培”专家团队的引领下，学员通过理论学习

、专业课程指导、实践基地“浸入”、培训能力开发、“我

的课堂，我的精彩”说课评课议课活动等，初步完成教师到

培训者的转化。

第二阶段：跟岗实践成效高、名师指导成长快。借助名

师引领、同伴互助、研课磨课、 “浸入”影子学习基地，

让参训学员与名师对话，感悟教育教学的真谛，最终形成个

人教学特色。

第三阶段：返岗实践提素质、送教下乡得好评。教育教

学能力应用,培训教研能力展示，内化综合素质，完成送教

下乡培训。

第四阶段：总结提升上台阶，厚积薄发迎明天。学员回

校进行总结提升，树立改进目标，加强实践反思， 落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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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观念，达到培训目的，博众人之所长，集体之智慧，现丰

厚之成果。生成了优质示范课，微故事、微课及学校培训方

案。形成的成果可以总结为“六点一突出”即六项任务（微

故事、微课、微方案、公开课、教学设计、送教下乡）和每

人有自己在团队中的一项突出特色。每个学员做到了“四感

两创新”。即每个人都有“充实感、自信感、成就感、责任

感”，具有“具有创新意识和培训团队”和成为“具有创新

精神的学科带头人”。

（四）跟踪服务，关注训后。项目结束后，我们通过建

立网络学习平台、专家下校指导等多种形式进行后续跟踪支

持，搭建学员之间、学员与专家之间畅通的交流平台，优化

参训学员自主学习、自主研讨、自我发展和专家引领指导相

结合的长效研修机制。做到训后不失联，服务不脱钩，持续

用力，坚持把训后服务做好、做优，坚持长期、常年关注学

员，为学员排忧解难，服务指导，帮助学员在实践中精进提

高。

三、我们的工作体会

经过近几年的努力和实践，我们的培训工作取得了一定

效果，起到“撒种子”的作用，为陕西省基础教育，特别是

乡村基础教育做出了一定贡献。

（一）高校培训课程开发和实施要有“三气”（接地气，

养真气，提志气），这是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培训团队的基础。

我们以项目县乡村教育特点为取向，以提高乡村教师的

开放性、多元化思维，有效提升其驾驭课堂的能力为抓手；

以有助于增强乡村教师课堂教学行动观察、自我反思、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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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行动设计为目标，针对参训学员实际，有针对性的以

现代培训理论为支撑,运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来构建

项目县至教师培训团队项目课程体系的模块，既有乡村教育

共性，也有地域特色。在培训设计中加强教育理论的系统学

习，使教师教学行为更加理性化、规范化、科学化，用实践

丰富理论；同时提升教研和培训能力，促使教师从经验型、

知识型教师向研究型、专家型教师过渡。

（二）着力培育参训者具备“三能”（具备展示课堂教

学的能力，具备引领校本研修的能力，具备教师培训的能

力），这是促进一批乡村学校提升课堂教学质量的关键。

经过两年的递进式培训，在高校教师、优秀学科教研员、

一线名师组成导师团队结合县情、结合学情、结合课堂的指

导下，项目县培训团队成员能力素养增强，教育教学技能提

高，能够编制具有乡村地域特色的培训方案，组织校本研修

及区域性培训活动。能够厘清本县域乡村教师课堂教学能力

与校本研修中存在的实际问题；确定清晰可操作的课堂教学

能力提升与校本研修任务体系、培训绩效评估体系；以培训

模式和成果可复制推广为导向，形成旨在提升乡村教师课堂

教学能力、校本研修能力的系统化、网络化的培训资源库，

支持项目县乡村学校开展校本研修活动。已成为本县域教师

培训工作的骨干力量。

（三）培训结果要达到“三满意”（参训者满意、基层

学校满意、教育行政部门满意），这是高校培训机构在教师

培训所要达到的目标。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通过前期的努力,我校的国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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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得到了参训学员的充分肯定，正如学员代表李潇阳所说：

“培训给我们补了元气、添了灵气；让我们多了一份智慧、

一份热情、一份坚定。在文理学院的培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思考、学习、提高的平台，提供了一个充电、交流、提升的

机会，我们倍感珍惜”。

培训结束后，我们多次回访项目县，了解学员在校本研

修、县域培训中的情况。项目县教育主管部门与学员所在学

校均表示，培训团队学员在本区域的示范引领作用初步彰

显，校本研修组织能力与教师培训能力有了长足进步，成长

为乡村教学科研工作的领头羊。

这里有一组数据，能充分说明培训的效果。经统计，截

止 2016 年底，在周至县、府谷县教师培训团队项目学员中，

教学方面目前有 10 人获县级能手、3 人获市级能手、6 人获

省级能手；6 人成为省级学代，1 人成为市级学代；教学设

计方面有 29 人获县级奖励、3 人获市级奖励、9 人获省级奖

励。

今后，我们将秉承“信仰与理念结合、师德与能力结合、

人文与科学结合、培训与实践结合”的继续教育培训理念，

再接再厉，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倡导 “厚基础、宽口径、

多实用、重创新、强素质”的师资培训思想，树立“学员至

上、质量保障、服务一流”的培训观。努力为项目县打造业

务素质高、综合能力强的乡村教师培训者队伍，引领乡村基

础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不断为我省基础教育的快速发展做出

更多、更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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