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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在师训处和院班子的领导下，教师发展研究所牢固
树立 “内强素质、外塑形象、专业自觉、学术自信”的理念，按
照市教育局的决策部署，立足全域成都，倾斜农村地区，基于教
师需求深入推进研训一体，面向全体教师引领专业发展。大力深
化教师终身学习的实践研究与指导，聚焦教师专业发展路径，创
新成都培训实践模式，加强培训科学管理，提升教师教育实效。

        随着市教育局职能转变，教师发展研究所按照《成都市教育
局关于教师和校（园）长定点培训机构库管理办法》明确职责,
规范管理，严格按流程确定本年度项目承办机构，加强过程监控，
确保培训质量。

        教师发展研究所精心组织，周密部署2016年教师、校长培训
项目。全年培训目标明确，层次分明，内容丰富，实施与推进文
翁大讲堂、未来教育家培养、领航校长培训、名师名校长工作室
建设、骨干教师培训、读书活动等项目。

    

        



第一部分
        整体规划，城乡一体，完善
“研训一体”的管理结构和覆盖
全体教师的培训框架。

    

        



    

        

★20名未来教育家后备人选经过中国教育学会3年培养已顺利结业；

★举办“文翁大讲堂”10期，培训教师及校长1万余人次；

★ 75个名师工作室和20个名校长工作室督导考核；

★实施850名未来名师培养；

★实施第二轮3000名市级骨干教师培养；

★出版成都名师丛书8册。

一是着眼于教育家培养，实施高端引领式培训。



    

        
★通过成都市继续教育网实施网络培训，教师网上选课总人数123272，总选课率93.15%，

网上学时总数为3945891；

★通过微师培项目实施移动终端培训，开通24门学科教学指导微视频1802节，累计人均

微课学习节数为20.8节/人；

★遴选成都市2016年高中教师培训课程超市春季菜单142份，秋季菜单118份，实施菜单

培训786次，培训高中教师4万余人次；

★建设了100个教师发展基地校、30个幼儿教师发展基地园、23个校长研修基地、10个

园长研修基地，组织年度督导考核和基地校（园）优质课堂开放日活动；

★组织以“阅读、交流、共享”为主题的2016教师读书活动。

二是覆盖全员，市级引领、区县联动。



三是科学设计和实施校（园）长培训。

    

        

★规划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校长孵化基地；

★启动高中校长领航班培训25人；

★校园长任职资格培训100人；

★校园长异地提高培训50人；

★农村初中校长质量提升专题班培训100人。



四是倾斜农村，针对问题实施示范性培训。

    

        

★组织450名英语教
研员、英语教师、双语
教师国际化培训；

★组织300名农村
音乐、体育、美术、
英语、教育科研等紧
缺学科教师培训；

★组织名师好课送
教10场；

★培训简阳区级、
校级继续教育管理员
170余人，并在各类市
级培训名额分配上适
当倾斜。



第二部分
        规范管理，按需施训，
不断提升培训的质量与效益。

    

        



    

        

      全市教师规范性培训12094104学时，人均
98.11学时，灵活性培训8745436学时，人均
70.94学时。
      全市教师年72学时达成度为92.31%，其
中公办教师为97.24%，民办教师为77.48%。
      全市教师网上学习3948201学时，网上提
交教学反思折合870288学时，网上提交读书
笔记折合875568学时。



2016年教师培训分布图

    

        



    

        
2016年教师素质提升二次竞争项目一览表

项目名称 培训人数 培训经费（万元)

成都市未来名师培养 850 133.88

成都市中小幼市级骨干教师培养 3000 472.5

教师和校（园）长培训者培训 100 43.88

校长任职资格培训班 100 76.14

小学校长、幼儿园园长高级研修班 50 42

高中校长领航班 25 42

成都市未来教育家培养 20 98

农村学校校长专题培训 100 43.65

英语学科教师国际化培训国内学习及课程资源购买 450 89

农村紧缺学科教师培训 300 47.25

文翁大讲堂 10000 65

合        计 14995 1153.3



    

        



    

        
“飞行”督查



    

        ●组织12次集体视导。
●组织对新津、青白江、双流、蒲江、金堂、青羊、天府新

区、邛崃、彭州、新都、锦江、都江堰、郫县的中小学教师继
续教育学时管理登记专项督查。

●组织对龙泉、都江堰、彭州、大邑的教师发展基地校专项
检查。

●组织石室中学、金沙小学、石室天府等12所教师发展基地校
向全市开放，组织2场教师发展基地校学术交流活动。

●组织130所市级教师发展基地学校和95个名师名校长工作室
复查考评。

●组织教师素质提升项目现场督察18次。
●简阳市8826名公办教师全部纳入成都市教师继续教育统一管

理。



第三部分
        改革创新，精彩纷呈，
重点培训项目引领全市教师
培训提质增效。

    

        



    

        
项目名称 培训人次 培训总学时

教师教育培训者培训 125 10600

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 12535 827310

农村紧缺学科教师培训 300 16800

农村校长提高培训 100 28000

小学校长高级研修 50 5600

中小学校长任职资格培训 100 30000

高中校长领航班 25 7500

中小幼未来名师培训 850 47600

中小幼市级骨干教师培训 3000 168000

高中教师菜单培训 40000 160000

未来教育家培养 22 ——

文翁大讲堂 10000 40000

名师名校长论坛 5000 20000

名师送教 6000 24000

教师发展基地学校精品课程展示 3000 12000

市教师读书活动 1370 5480

英语学科教师国际化培训 450 ——

微师培 32204 29830

简阳市继续教育管理员培训 170 1360

合    计 115301 1434080

2016年市级培训一览表



    

        

▲视野拓展，思想碰撞，促进能力提升。



    

        
周  彬 《在建设“好教育”的路上成就“幸福人生”》

杨小微 《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与推进路径》

魏  忠 《教育正悄悄发生一场怎样的革命》

陈引驰 《人文教育与语文学习》

叶初升 《经济与经济学思维》

艾  平 《全球化条件下的总体外交》

朱允文 《21世纪的教育，如何让每个学生都成功——实践我的教育梦》

李政涛 《如何提升教师的思维品质》

尹后庆 《以核心素养为本的教学与评价》

李庆明 《星空与大地：学校的文化沉思》

2016年文翁大讲堂一览表



    

        
▲让“未来教育家”培训的种子落地生根。

5月16日至20日“未来教育家”学员们分别对自己的课题做了汇报，
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交流了培训学习的阶段性成果。专家们对学员的课题
进行了点评及指导，并为课题的持续开展提出建议、指明方向。



    

        

9月12至28日，成都市“未来教育家”对芬兰基础教育进行了访问
交流。召开“遇见芬兰教育”分享会，形成芬兰学习成果集《遇见芬
兰教育》在成都市广泛推广。



12月15日，成都“未来教育家”项目结业典礼。12月17、18日未
来教育家项目团队参加中国教育学会第二十九次学术年会。

    

        



▲走向教育原点，回归教育本真。

    

        

12月15-16日， 2016成都市“名师名校（园）长论坛”在
石室中学北湖校区隆重举行。本次论坛围绕“走向教育
原点，回归教育本真”这一主题，从“教育•高度”、“
教育•角度”、“教育•温度”、“教育•深度”、“教育•
厚度”五个维度对“教育回归本真”的诸多问题进行交
流与研讨。来自成都及省内外的教师五千余人次参加了
本次论坛。



    

        

主题论坛

邀请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上海教育学会会长、第九届国家督学尹后庆
作主旨报告。尹会长以上海教育发展变革为例，围绕上海参加PISA测
试、学生核心素养等当前教育热点，探讨如何在这个教育变革的时代中，
抛却教育的浮躁和功利，走向教育的原点，回归教育的本真。



    

        

围绕“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学校”“最好的教育”等话题，邀请最近三十年
从成都各级各类学校毕业或在校的各种类型学生参加论坛，用他们学习、工作、
成长的经历，从毕业学生的视角探讨教育的本真。

师生论坛

雷鹏

袁帅

郑长弓

李峙

戴堃

罗弋



    

        
本真课堂

邀请来自美国、深圳的优秀教师、
我市退休的特级教师以及新生代
教师，展示他们在课堂教学中关
于“教育原点”“教育本真”的
思考与实践。

课堂•传承
课堂•技术
课堂•文化
课堂•艺术



名作家与名教师同行

    

        

邀请台湾入选人教社教材的作家——张晓风莅临现场。武侯区教科院高中语文教研员杨
孜和成都市特级教师赵清芳分别执教张晓风先生的名作《不朽的失眠》和《行道树》。随后
在四川省中语会秘书长何立新的主持下，作家、上课者和听课者就语文教学、文本解读等进
行了深入探讨。 



▲名师引领促均衡，城乡联手研好课。

    

        

组织135位名师工作室领衔人、省市特级教师、学
科带头人分别到新都、郫县、龙泉、简阳、攀枝花
、广元的农村中小学、幼儿园和武侯区的涉农学校
开展名师好课送教活动10场，提供示范课126节，开
办专题讲座70场，培训教师6000余人，受到区（市
）县教育局及校长、教师的广泛欢迎。继实现成都
市二、三圈层全覆盖后，赴攀枝花、广元送教作为
成都市“名师好课”系列活动走出成都市的第一步
，一方面增强了成都名师的辐射作用和成都市“名
师好课”的品牌影响力，同时更为成都与兄弟城市
在教育领域的深入交流和合作搭建了桥梁。 



    

        



        2016年12月组织9所成都市教师发展基地校集中开放优质课堂，涵盖幼儿园、
小学、初中、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各开放学校高度重视，精心设计展示内
容，邀请各路专家，通过课堂展示及专家引领，展示其校本研修的最新成果。
各区（市）县教培中心和学校积极参与，共计超过3000余人次参与了本年度的
优质课堂开放活动。

    

        
▲聚焦课堂核心问题，促进教师素养提升。



    

        
学段 学校 主题

学前

成都市第五幼儿园 回归生活的幼儿园教育活动

成都市第十四幼儿园
建构“准园长”培养模式    促进干部
快速成长

小学

成都市双林小学 “馨”课程——在融合中走向美好

成都市天涯石小学
“探索生长课堂内涵   提升师生发展
活力”

四川大学附属实验小学 适合儿童真实成长的课堂

初中

成都市金牛实验中学校
成都市金牛实验中学校立人教育体系
建构、立人课程建设和立人课堂范式
研究

成都高新和平学校
“寻找变革的力量”教师核心素养的
提升促教师成长与发展

高中

成都市盐道街中学
着眼学生核心素养，深化生命课堂教
改

成都市中和职业学校 追寻优质课堂  促成师生成长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学校教育”
                                 ——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赵亚莉教授



“海峡两岸话教学，第三

只眼看语文”

        ——台湾世新大学的

林承宇博士

    

        



    

        
▲坚持教育家办学思路，引领成都普通高中教育品质全面提升。

成都市教育局选拔了一批具有
教育家潜质和示范引领作用的优
秀高中校长，通过科学施教、系
统培养，使他们成长为“领航型
校长”。经过近半年的需求调研
，12月19日上午，高中校长“领航
班”在四川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开
班。开班仪式由中国教育学会张
威老师主持。中国教育学会常务
副会长兼秘书长杨念鲁首先致辞
。成都市教育局王志成副局长对
第一批25学员提出了四点希望：
一是坚守教育理想；二是提升理
论素养；三是注重教育实践；四
是着力示范引领。原江苏省教科
所所长、教育部国家督学成尚荣
题为“校长成长与学校发展”的
专题讲座，启动了“普通高中校
长领航班”为期两年的培训。



    

        
举办9场“我

讲述”市级读书
沙龙分享活动，
1370多人参加分
享活动。推荐书
目130本；推荐
“最爱读书的人
115名；推荐“最
有特色的阅读分
享方式”50个团
队；组织“我感
悟”读书征文活
动。

▲阅读、交流、共享



2016年读书沙龙分享活动一览表

    

        

区（市）县 学校 主题

参
加
人
数

锦江区 外国语小学 最是书香能致远 200

崇州市 实验幼儿园辰居路园区 播幸福种子，听花开声音 140

金牛区 机关第三幼儿园 品味经典润泽生命 150

龙泉驿区 第二小学校 诗意阅读，诗意创作，诗意分享 160

大邑县 东街小学 那些先生的背影——岳南《南渡北归》 140

金牛区 五块石小学校 沉淀·蝶变·绽放 110

都江堰市 北街小学 品山水、道古堰、话巴蜀 180

龙泉驿区 第五小学校 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210

双流区 光电所幼儿园 新媒体时代下的传统阅读 80



撸起袖子加油干

    

        



    

恭    祝
新年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