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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教育局 

一、案例主题 

    示范区建设以实现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有效落实“双减”

政策为目标任务，坚持“顶层设计+实践创新”相结合原则，在

机制创新、践行方法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

效。 

二、背景与起因 

2021 年，我市同时获选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推广

应用示范区和全国义务教育“双减”试点城市。市教研院在市教

育局的领导下，引进了北京、上海、江苏等教育发达省市的 5 项

优秀成果，将推广应用与改革创新相结合，积极探索体制机制和

实践创新。先后出台了《威海市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推

广应用工作方案》和 5 大成果项目推广应用的三年行动计划，并

将示范区建设项目纳入全市教育事业发展总体规划之中。作为重

要项目还列入市教育局、市委组织部、宣传部等 11 部门联合下

发的《关于新时代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促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意见》和市政府下发的《威海市“十四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

之中。 

2022 年，我们进一步扎实落实成果推广工作方案，严格按

照 5 大项目推进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细化任务，落实责任，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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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强化成果转化实效，以大单元教学、作业设计质量、强课

提质、课程建设等为重点，顶层优化，践行创新，高质量推进国

家级优秀教学成果推广应用示范区建设，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推进“双减”有效落地提供有力抓

手和重要支撑。 

三、做法与经验 

（一）顶层优化常态运行机制。一是加强云端培训，优化专

家指导机制。立足疫情实际，5 大项目积极邀请项目专家、各成

果持有方等开展线上培训指导，2022 年聘请方华、林秀艳、柏

春庆等北京、上海 10 余名专家进行了云端培训，指导论证项目

实施，分享研究策略。二是加强共同体建设，优化协同攻坚教研

机制。由全市教研员、名优教师组成的 5 大项目攻坚组，坚持共

学、共研、共教、共训、共享的“五共”发展原则，立足教学，

扎根课堂，深化研究。各攻坚组“共学”推广成果的相关论著、

论文等；“共研”立项的成果推广专项课题；组内采取“依标靠

学，一课三磨”策略，开展“同课异构”“异课同构”的“共教”

研讨活动；并根据项目推进的痛点、堵点、重点，轮流坐庄，及

时开展针对性强的“共训”活动；各组定期开展线上研讨或现场

展示活动，“共享”研究成果。“五共”的实施，使攻坚组内的

每名成员都能够迅速从边缘性参与转变到主体中心上来，确保了

参与教师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三是完善选先评优标准，

优化激励评价机制。进一步完善了第四期“四名工程”人选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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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完善优质课、优课评分细则，将成果推广应用情况纳入这

些选先评优标准中；开展成果推广应用优秀案例评选活动，以评

促学、以评促改，提升推广实效；申报立项了成果推广应用专项

课题 150 项，享有与市级规划课题等同的立项、鉴定、成果评奖

等权利；积极争取专项经费，用于项目培训、专家指导、研讨展

示等教科研活动。 

（二）扎实推进本土化推广路径。一是高质量召开国家级推

广应用威海专场展示会。今年 5 月教育部委托中国教育学会召开

了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推广应用第十期暨威海专场研

讨会，我市从市、区、校三个层面进行了届中工作汇报和阶段性

成果展示，受到了与会专家的高度肯定，专家们一致认为威海示

范区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拥有强力的推广干劲和愿

景，示范区建设成效瞩目，排在全国 60 个示范区建设前列。二

是分项目分类别扎实开展各项活动。年初，5 大项目负责人组织

学科教研员团队分赴各实验区校进行实地考察调研，通过现场访

谈和问卷调查等方式，摸清各实验区校成果推广应用的区情、校

情、学情。3-10 月集中开展市级专题培训学习活动 10余次，区校

级培训学习 120余次；开展市级推广应用研讨和阶段性成果展示活

动 8次，区市级研讨展示活动 20余次，切实加快了 5大推广应用

项目研究的深入实施，有效深化了实验区校的区本化、校本化实

践。 

（三）创新践行三大实施策略。一是践行“大兵团作战”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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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加强统筹力度，确保每个区市各有侧重地推进 1-2 个成果项

目，每个优秀成果由 2-3 个区市重点推进，重点实验区每学段有

2-3 所学校先行先试，进而优化形成“市级行政与教研联合规划、

8 大实验区协同攻关、117 所实验校强强联合”的“大兵团”作

战推广模式。二是推进线上线下“教研训一体”策略。深化实施

“教研问题化、问题课题化、课题课程化、课程系列化”和“研

训一体、学用结合”的教科研发展理念，加强 5 大项目攻坚组、

实验校联盟等各类教研共同体建设，依托威海智慧教育云平台，

深入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科研活动。三是坚持融合创新策

略。持续深化与我市已有研究成果深度融合后的五大项目新主题

和总抓手，深入实施“基于核心素养的单元作业设计与实施的行

动研究”“基于核心素养的大单元学习行动研究”“基于深度学

习的情境教学策略”“项目驱动下的课程领导力提升行动研究”

“普通高中特色多样发展的实践研究”，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

新发展。 

四、成效与启示 

（一）作业设计与实施质量不断提升，助力减负增效落地落

实。对标上海成果，将“海派”作业设计转化为“威海标准”，

有效落实出台的提高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设计与实施质量的

若干措施和 12 学科作业设计要求等文件，通过优化作业设计、

高质量推进作业实施、系统开展作业研究等，提高作业质量，涌

现出了威海市古寨中学“三学”作业单特色课堂、文登区大众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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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弹性作业等一大批学校的优秀作业研究成果，加快了“双减”

工作落地落实。 

（二）学校课程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集群效应逐步显现。

5 大项目实验校建构开发出了更科学、系统、适切的学校课程，

如情境教育项目实验校开发的主题情境拓展课程、跨学科全景式

课程等；课程领导力项目的海洋课程、劳动教育课程等；育人方

式变革项目的科技创新课程等；区域教学改进项目的学科研修课

程等等。今年我市围绕五大项目申报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推荐数量占全省基础教育推荐总数的 53%，2 项成功立项教育部

重点课题，占全国中小学立项总数的 6.7%。 

（三）课堂教学质量逐步提升，学生核心素养得到有效培养。

各实验校充分利用课堂主阵地，将大单元学习、情境教学、作业

设计等实践成果有效迁移应用到课堂教学中，不断探索完善教学

新模式，探索出大概念引领的单元教学、情境化跨学科融合课堂

等大批成果。今年我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荣获 2 个山东省特等

奖，成果获奖率达 83%，超过全省均值 28 个百分点。 

（四）改革成效获得教育部、中国教育学会的高度认可，社

会效益凸显。今年 9 月，教育部委托中国教育学会对全国 100 多

个示范区和成果持有方进行综合考核，我市成果推广应用工作表

现出色，荣获优秀等次，并受邀参加全国第二届基础教育论坛暨

中国教育学会第 34 次学术年会，全面展示“威海方案”，介绍

“威海经验”。中国教育报、山东教育报、山东教育电视台和威



 6 

海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多次宣传报道，威海方案在《中国教育学刊》

上推广宣传。 

（五）深入推进项目研究，进一步提高育人质量。下一步，

我们将继续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放松，扎实落实《义务教育课

程方案和课程标准》，整合 5 大项目，以“基于核心素养的大单

元学习行动研究”为统领，加强与北京海淀进校等成果持有方深

度合作，加快实现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在威海的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推动我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努力让每个孩子

享受更高质量的教育。 

 

撰写人员：董绍才、陈梅 

重要资料附录：我市承办的国家级会议和邀请在国家级会议

上的发言情况 

1.承办国家级会议： 

中国教育学会《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推广应用工作

线上交流研讨（威海专场）通知》，发言人：于明伟（市教育局

副局长）、于丽萍（经区教研中心主任，区域教学改进项目试验

区代表）、林秀丽（经区凤林学校副校长，区域教学改进项目实

验校代表）、张爱霞（威海市古寨中学校长，中小学作业项目实

验校代表）、鞠伟（威海环翠中学校长，课程领导力项目实验校

代表）、陈华（威海市北竹岛小学校长，情境教育项目实验校代

表）、张艳春（威海一中校长，高中育人方式变革实验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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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邀全国性会议参会参展： 

中国教育学会《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推广应用展示

会邀请函》。我市因在成果推广应用工作中表现出色，组委会特

邀我市参加全国第二届基础教育论坛暨中国教育学会第 34 次学

术年会，展示我市成果推广应用工作举措和典型经验（展示墙、

展示会刊、专题片视频、教科研动态专刊等实物资料）。 

3.在国家级推广会上发言： 

中国教育学会《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推广应用义务

教育高质量基础性作业试用研究研讨会》。发言人：陈梅（市教

研院，中小学作业提升项目小学段代表）。 

中国教育学会《情境教育成果推广应用工作经验交流会》。

发言人：吕朝阳（市教研院，情境教育项目负责人）、丁莉莉（高

区沈阳路小学校长，情境教育项目实验校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