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力提升工程 2.0 校本研修的活动建议及注意事项

1.基本任务：每位老师在校本研修中都要完成不少于 25 学时的 3

个能力点研修任务，研修专题和专题下的小主题可以多个。

2.校本研修专题下小主题的活动类型：

（1）教学研讨；（2）听课评课；（3）研修作业；（4）线下活动。

（1）“教学研讨”，操作流程：

教研组长发布研修专题——编辑研修专题下的研修小主题——教

研组长选择并发布研修活动——组员选择“参与活动”——“进入研

修”，发表观点和点赞。完成 1 个得 2 学时。

（2）“听课评课”，操作流程：

教研组长编辑并发布研修活动，上传教学视频（线上资源链接或

线下录制：制作链接）——编辑听课评课表（平台有对话框指引）—

—教师“参与活动”——“进入研修”，按要求完成听课评课。完成

1 次得 5 学时。

（3）“研修作业”，操作流程：

教研组长发布研修作业（教学反思、经验总结提炼和教学设计等）

——教师“参与活动”、“进入研修”，按要求完成作业上传。完成

1 次得 5 学时。

（4）“线下活动”，操作流程：

教研组长发布“线下活动”研修通知——教师按教研组通知参与

该活动——教研组长收集活动活动过程性资料（研修活动通知、签到

表、记录本、图片、视频等佐证材料），——上传佐证材料到公服平

台。学时由教研组长设置，线下活动可根据实际情况有集中备考、教学

研讨、听课评课等形式。上传佐证材料可参考：听课评课（照片、听课

视频、评课表等）； 教学研讨（照片、研讨报告、研讨记录等）；集中

备课（照片、教学 设计、备课表等）。

说明：在围绕 3 个能力点研修活动中，教学研讨、听课评课、研

修作业、线下活动四种方式都要有，但不要求每个能力点都要求有四

种方式，各教研组可根据自身实际选择相应的研修方式。

如：某教研组共有 A3 微课程设计与制作、A13 评价量规设计与应

用、G2 多技术融合环境下教研活动组织或参与等 3 个能力点，其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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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可分别进行设置。

A3 研修方式：①教学研讨 1 个，可得 2 学时，②研修作业”1

个，可得 5 学时；A13 研修方式：①教学研讨 1 个，得 2 学时，②线

下活动 1 次，学时设置 5 学时；G2 研修方式：①教学研讨 1 个，得 2

学时，②线下活动 1 次，设置 5 学时，③听课评课 1 次，得 5 学时。

该教研组在 3 个研修活动中，先后有“教学研讨、听课评课、研修作

业、线下活动”四种研修方式，学时累计 26 学时，既体现了研修方式

的齐全，又保证了学时的完成。

如：

3.校本研修活动中的角色与职责

（1）学校管理员。主要职责：

①创建教研组（流程：登录平台——校本研修——教研组——创建教

研组，填写相关信息，保存）；

②创建校本研修主题（流程：登录平台——校本研修——校本主题—

—编辑，填写相关信息，保存）。检查各教研组校本研修情况并督促

按计划完成研修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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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研组长。主要职责：

教研组在校本实践应用阶段任务 :
(1)制定本组研修计划(研修专题设定+研修活动安排) ;
(2)组织本组研修活动开展(线上+线下，上传材料) ;
(3)在研修活动中组织组员完成教学设计:
(4)在研修活动中组织典型课例开发;
(5)组织组员完成能力点测评(自评+互评) ;
(6)督促组员提交每个能力点提升总结(三份) .
(7)教研组研修总结

①创建研修专题（流程：登录平台——“进入校本研修”——“我的

校本”——“研修专题”——“添加专题”，填写相关信息，“保存”

——“发布”

②发布研修活动（流程：登录平台——“进入校本研修”——“我的

校本”——“专题管理”——“添加活动”，填写活动信息，“保存”

——“发布”）；

③上传“线下活动”佐证材料；

④上传“学科案例”（大体流程：登录平台——“学科案例”——“上

传案例”，填写相关信——“保存”）。检查各组员校本研修情况并

督促按计划完成研修任务；

（3）教师校本实践应用阶段主要任务

A、提交个人能力提升计划（使用模版）;
B、参与教研组安排的研修活动(线上+线下) ;
C、完成教学设计(涵盖所选三个能力点，使用典型课例模板) ;
D、参与或主创典型课例开发(教研组组织) ;
E、完成能力点测评(教研组组织自评+互评)
F、提交每个能力点提升总结(三份)。

注意事项：

1、一年绩效目标与绩效考核指标对应，教研组校本研修计划必须有专

题、有主题、有具体研修活动，研修活动有学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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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管理团队）；

2、学校及时发布推进情况，包括公众号的推文（信息化管理团队）；

3、注意工作群工作进度要求（管理员、学校培训事务联络员）；

4、有问题、有疑惑及时到工作群反映，寻求正确的解决方法；（管理

员、学校培训事务联络员）

5、“一划两案”的制订、研修活动的设计不能出现过度参考或抄袭，

要结合学校自己的情况，研修专题和研修活动必须与所选的关键能力

点相关，确保在教学中提升关键能力点；（信息化管理团队）

6、“一划两案”问题较多的学校已开展研修活动，建议删除已开展的

研修活动，重新再来，（信息化管理团队）。

7、要确保公服平台上的所有研修专题和研修活动与两案中的校本研修

计划中的一一对应；（信息化管理团队）

8、绝对不能出现一个教研组在公服平台上一天有两个研修活动。

9、教研组典型课例包括：教学设计+课堂实录+教学反思，教学反思与

教学设计在同一个文档里（按照典型课例教学设计模板），每个教研

组至少一个，提供给学校按照校本考核方案的要求进行评优（教研组

长）；

10、根据关键能力点确定校本研修主题。教研组要根据校本研修主题，

结合教研组实际，确定若干个研修专题。如果教研组只有一个教研专

题，则这个专题下的小主题要总体覆盖学校选定的关键能力点，如果

有多个研修专题，则可以每个专题针对一个关键能力点设计研修活动。

（信息化管理团队、教研组长）；

11、针对研修过程和研修结果，教研组根据“一划两案”研修考核方

案里面的“考核评价量规表”进行自评、互评。（信息化管理团队、

教研组长）

12、其他教师每人都要完成教学设计，使用与典型课例相同的教学设

计模板，不用提供课堂实录，教学设计必须涵盖所选的三个应用能力

点实践表现。教学设计的完成可以作为一个研修活动来设计，例如研

修作业类型。（教师个人、教研组长、信息化管理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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