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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教育局 

 

一、案例主题 

聚焦创新性推动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落实省教育厅“强课

提质”行动，把牢课堂教学主阵地，在全市中小学校创新性开展

“新课堂达标”活动。以“课堂”为切入点，以“达标”为落脚

点，以“能力”提升为着力点，以“质量”提升为突破点，实施

“三达标两加强”，通过行政推动与专业引领相结合、体系化建

构与创新性发展相结合、教学研究与实践探索相结合、多元联动

与自主驱动相结合、资源性保障与机制性保障相结合，全面促进

减负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形成了全市域、大样本整体推进课堂

教学改革基本范式。 

二、背景与起因 

枣庄市基础教育各级各类学校 700余所，专任教师 4万余人，

中小学生 70 万人左右。针对中小学教学改革的区域教研支持体

系尚不完善，还存在教研方式单一、教研服务保障不到位、课堂

教学质量有待提高等问题。面对这一系列问题，充分“发挥教研

支撑作用”、提升课堂育人质量为目标，以课堂改进为切入点，

进而探索上下联动、运行高效的区域教研工作机制，科学、完善

的教研方式，促进课堂改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有效实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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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教研支持系统建设，分步骤推动问题解决的实施方案。 

三、做法与经过 

充分“发挥教研支撑作用”、提升课堂育人质量为目标，以

课堂改进为载体，以区域教研的专业支持建设为实施路径，构建

“教研机制—教研方式—服务保障”体系化推动课堂改进的创新

实践模式，以教育教学改革有效推动高质量发展。 

一是开展新课堂达标活动，推动课堂教学达标。制定《枣庄

市中小学新课堂达标活动方案》，聚焦课堂效益提升，建构基于

课程标准的课堂模型，确保课堂教学达成国家规定的学业质量标

准。先后制定《新课堂达标量化评价标准》《中小学课程纲要编

制意见》《教案设计评议要点》《学历案编写指导意见》，加强对

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评价、作业设计等关键要

素研究，优化教师的备课、上课、作业、辅导、评价各环节，规

范教学实施，推动课堂教学达标。 

二是开展学历案编写活动，推动学生学业质量达标。依据各

学科课程理念及学科特点，遵循学科学习规律，制定学历案编写

设计要求与评估要点，引领教师逐步掌握学历案编写关键技术，

优化教学方式，建立基于课程标准的“教—学—评一致性”课堂

教学，推进学生课堂学业质量达标。 

三是开展全员岗位大练兵，推动教师教学技能达标。聚焦专

业发展，推动教学方式优化，引导教师从课程标准、学期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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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案、作业设计等方面加强研究，强化教学技能训练，开展专

项达标，持续练好课堂教学基本功，全面提升教师专业素养。 

四是加强作业建设与管理，推动作业减负增效。将作业设计

置于教学、教研环节中系统考虑，结合学历案编写，制定作业设

计要求与评估要点，推动作业设计的专业化。制定《加强中小学

作业建设意见》，明确科学、可操作的考核评价办法；从强化集

体备课制、实行作业会商制、探索建设作业资源库、建立作业情

况检查制、开展作业改进活动等五个方面，提出健全制度意见，

完善作业管理。 

五是加强协同发展机制建设，推动区域优质均衡发展。搭建

全市中小学一体化联合教研平台，以优质学校为引领，城乡结合、

强弱结对、区域协作，组建中小学校全覆盖的“学校联合教研共

同体”；建立专兼职相结合的市级学科中心团队和学科工作室，

形成学科孵化群，实行“区域联动、学校联研、学科联建、网络

联通”，推动三级教研一体化、城乡联研一体化、学科团队一体

化管理，建立高效的教研推进新机制，教研支撑的中小学课堂改

进支持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改革成效。 

四、成效与启示 

一是为大区域推进课堂改革提供了教研支持范式。通过持续

加强教研环境、教研制度、教研行为、课程教学、教师实践等教

研要素的优化整合，增强教研供给的全面性与均衡性，形成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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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支撑、协同作用的市域教研支持范式，有效推动了以课堂改进

为主体的教学改革，破解了市级层面高质量推进课堂教学改革的

难题，具有较强的创新性，为国内基础教育大区域教学改革提供

了基本范式。 

二是构建起基于课程标准的“教—学—评”一致性的教学模

式。通过持续加强对课堂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

评价关键要素研究，探索基于课程标准的“教—学—评”一致性

技术路径，建构了轻负优质、当堂达标的“课堂达标”教学模式。

“课堂达标”的实践模型，以学生为中心，强化课堂、单元、学

期、学段等多元目标实现，实施增值性评价，形成了“学为中心、

多元目标、增值性评价”的课堂改进评价体系，促进了高效课堂

的建构。 

三是建立起区域数字化教学资源开发的新模式。通过持续依

托市级“互联网＋教育”云平台，以教学资源库建设为突破口，

建立“金字塔”式资源遴选长效机制，从全市中小学达标课堂实

践中，层层遴选教学设计、课件、作业、微课等，优中选优，集

聚形成了课程“主题多元、内容多样、目标多维”的数字化优质

课堂教学资源库，极大推动了课堂的改进，助推了教学改革的深

度实施。 

四是形成了“管评导服一体、教研学训贯通”的教研新机制。

通过不断整合教研管理、评价、指导与服务一体化实施，协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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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市）、乡镇、学校四级教研力量，搭建类型多样、相互支持

的教研平台，网络化构建、项目化驱动、督导式评估，形成了教

学、研究、学习、培训等多机制融合贯通，实现了教研效能的最

大化。 

五是开发了促进教师专业能力提升的“驾考式”测评新方式。 

通过持续提炼课程标准分解、课程纲要编制、教学设计、评

价诊断、作业检测等教学关键能力要素，围绕课堂达标，引领教

师开展专项训练，教师像考驾照科目一样，进行模块化过关测评，

创造性建立了教师培养的“驾考式”达标测评，开辟出一条教师

专业能力培养提升的新路径。 

六是创造出教研支撑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的典型经验。相关

成果获得山东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全省“深化高考改革 

提升育人质量”优秀成果一等奖；被遴选为全省基础教育改革典

型案例、全省首批教学改革“双减”典型案例、全省乡村教育教

学改革优秀案例；多次在省级会议上作典型发言，被《中国教育

报》《山东教育报》、央视新闻客户端、山东教育卫视“新闻早敲

门”“教育筑梦人”等报刊媒体中被专题宣传推介；作为全省向

全国推荐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二十年总结经验三个推荐案例之

一，引起了国内基础教育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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