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校本研修实践探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校本研修实践探究>>

13位ISBN编号：9787303131754

10位ISBN编号：7303131752

出版时间：2011-8

出版时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王志军 著

页数：29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校本研修实践探究>>

内容概要

　　《校本研修实践探究》紧密联系中小学一线教师校本研修、专业素质的现状，针对在校本研修和
专业发展中的诸多制约、阻力、困惑、难题等进行深刻剖析，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策略与方案。
着重从各类主要问题的表现、性质、根源、危害以及解决和改进的方法等方面来写。
书中有教师教育前沿理论的阐述，有便于借鉴参考的丰富案例。
　　《校本研修实践探究》主要围绕构建规范高效的教师自主校本研修制度展开阐述，共分八章内容
。
分别为：第一章，校本研修基本概述；第二章，制约校本研修开展的因素分析及解决对策；第三章，
常用研究模式的运作状态分析及改进方法；第四章，专业阅读资源的配置使用现状分析及跟进举措；
第五章，教科研难题的分析与破解方法；第六章，新课改背景下教师基本的专业素质；第七章，教育
研修员的新解读；第八章，校长在校本研修中的职责转变。
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较详尽地阐述了如何健全完善教师自主校本研修的制度，创设
适宜开展的条件与环境，营造良好的校园研修文化氛围，保障教师校本研修活动正常、健康、有效地
开展，助推教师专业水平全面迅速地提升，建设具备较高专业素质的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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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志军，河北省邯郸市磁县教师进修学校教师，高级语文讲师。
主要研究校本研修与语文教学。
近几年来，在《中国教育报》《中国教师报》《中国教师》、人民网、教育部全国中小学教师继教网
等媒。
体发表教科研论文十余篇。
独自撰，写出版了教师教育著作《校本研修实践探究》。
主持并参与的教师教育科研课题有：国家级的“校本研修与教师专业发展”、省级的“校本研修理论
与实践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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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校本研修基本概述一、“校本研修”源起与发展二、应时而兴的校本研修三、校本研修的新定
义四、校本研修的特质五、校本研修的现实意义六、校本研修的理论基础七、校本研修与其他培训学
习方式的关系第二章 制约校本研修开展的因素分析及解决对策一、学校校本研修实施现状的分析二、
学校管理失当对校本研修的制约三、教师自我研修意愿缺失对校本研修的制约四、教师“职业怠倦”
对校本研修的制约五、重研不重修——教师校本研修的残缺不全六、诸多种专业阅读资源的匮乏对校
本研修的制约第三章 常用研究模式的运作状态分析及改进方法一、实践反思的运作状态分析及改进方
法二、同伴互助的运作状态分析及改进方法三、专业引领的运作状态分析及改进方法四、教师个人关
键性教育事件研究的改进方法五、优秀课堂教学视频案例研修的改进方法六、教育叙事研究的运作状
态分析及改进方法七、行动研究的运作状态分析及改进方法八、高效课堂教学模式与方法的探讨第四
章 专业阅读资源的配置使用现状分析及跟进举措一、校园信息网络配置与使用的现状分析及跟进举措
二、教育教学专著购置与阅读的现状分析及跟进举措三、教育教学类报刊订与阅的现状分析及跟进举
措四、聆听专家与名师讲座的现状分析及跟进举措五、学科本体性专业知识的持久研修六、教师高效
阅读方法的推介第五章 教科研难题的分析与破解方法一、一线教师写作的现实意义二、一线教师写论
文的难与不难三、一线教师搞课题研究的困难探究第六章 新课改背景下教师基本的专业素质一、教师
必须具备的专业素质二、教师在不同的专业发展期应采用的助推专业发展的举措三、教师学历进修、
招聘录用历史遗留问题的分析四、根治教师学历进修、招聘录用历史遗留问题的良策第七章 教育研修
员的新解读一、教育研修员的新解读二、教育研修员要提高专业素质，做好研训工作三、专题讲座培
训一定要讲究高质量四、确保专题讲座集中培训高质量的策略五、“菜单式”培训受一线教师青睐的
优势分析第八章 校长在校本研修中的职责转变一、校长职责转变包括的几个方面二、校长如何服务教
师的校本研修三、校长如何引领教师的校本研修四、校长如何激励教师的校本研修五、校本研修要自
主式与集中式相结合六、倡导把“教研组”改称为“研修组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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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在专业的发展期 　　教师在完成专业的适应期之后，教龄在6-15年（有的稍微提前或错后）的
时段内，为专业的发展成长期。
　　他们的学科本体性专业知识在与实践的结合应用中，不断地有所取舍和深化；他们教书育人的实
践性智慧与经验逐渐地成熟和老道，形成了自己独特、鲜明和固定的风格，主要具体地体现在教学：
教育和管理上，也具体地体现在人格个性魅力、心理情绪、生活习性、学习研究的状态上。
在此时段内，特别是到了后期，一部分教师在校本专业研修的催化和作用下，专业水平迅速提升，工
作成效显著，有了一定的教科研成果，所教的学生得以全面健康地成长，在各层次的教师中，会涌现
出很多的学科骨干教师。
然而，也有另一部分教师，由于在工作中未能坚持搞校本研修，只工作不研修，因此，教育理想与信
念开始逐步弱化，再由于职业生存环境的不如意，沉重的工作负担，升学率的无序恶性竞争，导致专
业成长发展的速度放缓，工作机械重复，职业怠倦症开始滋生。
　　由此可见，教师在专业成长发展的时期内，要把本职工作与校本研修始终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始
终把校本研修作为专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始终保持有强烈迫切的专业研修的内心意愿，用研修去破解
工作中的一个个难题；不断地调整和强化自己专业成长发展的目标与规划，并坚持不懈地奋斗与努力
，“咬定青山不放松，任你东西南北风”，持续地提升专业素质水平，加快专业成长发展的步伐。
力争在教书育人实践上，在教育教学科研上，做出业绩，收获成果。
与此同时，那部分开始滋生职业怠倦症的教师，除了实施校本研修外，还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心态，
加强体育锻炼和心理保健，采取多种有效措施，预防和诊治职业怠倦症的产生与加重。
　　学校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要为处于专业发展期的教师，配置好、使用好各种专业阅读资源，便
于校本研修；要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培训学习的机会；充分发挥骨干教师的引领和辐射作用；把工作业
绩与研修成果综合起来评价；关注教师的身心健康和职业幸福。
以便加速教师的专业发展和素质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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