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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如今，在网络技术横行的时代，很多农村小学教师都已经无法跟上网络时代的

发展与变化，更加无法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对自己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进行优化和创新，

农村小学教师正在面临有关于职业生涯的挑战。对于农村小学教师来说，其只有不断地提

高自己的教学能力，合理地利用网络信息技术才能够有效地解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对

此，论文主要对网络教研促进农村小学教师专业的成长进行分析，以供参考。

揖Abstract铱Nowadays, in the era of network technology,many rural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have
been unable to keep up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the network age, and can not use the

network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optimize and innovate their teaching ideas and teaching

methods. Rural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are facing challenges with regard to their careers. For rural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it can only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ir teaching ability, andmake use of the

network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eaching. This

paper mainly analys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twork teaching and research to promote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primaryschool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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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网络教研主要指的就是利用互联网技术，构建新型的教

研平台，创立打破空间限制、跨越主体以及高效率和低成本的

教研活动途径。对于农村小学教师来说，通过网络校验的方

式，能够使其可以与其他地区的教师进行更加及时的交流和

互动，同时也能够为农村小学教师与教育专家之间的互动提

供有效的平台，提高农村小学教师的教学能力，进一步提高农

村小学教育的水平与质量。

2 农村小学教师教学现状分析

2.1 课堂教学方法无法满足学生的实际需求

对于教师来说，其在课堂教学中，主要的教学对象就是学

生，教师必须要确保自己的教学方法、教学模式能够满足学生

的学习需求，这也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全面地考虑

学生的实际情况，找准学生的心理特点 [1]。但是，在农村小学

教学中，有很多教师自身的教学方法都比较单一化，并且长期

使用这种教学方法对学生进行教学，会形成一种教师自身乐

在其中，而学生迷迷糊糊的局面，主要就是因为教师所采用的

教学方法无法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加不能符合学生的实

际需求。同时很多教师已经在教学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统一的

话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采用这种话术进行教学，无法对其

进行创新，导致学生无法有效地运用知识解决问题，阻碍了学

生的发展。

2.2 教师专业能力不足

对于农村的小学教师来说，其专业能力普遍有待提高，且

专业水平与专业素质不高，相关的教育教学科研工作也无法

得到专业的引领。与此同时，因为农村地区受到经济发展的限

制[2]，无法对一些现代化教学手段进行有效的应用，整体呈现

出教学水平与教学手段落后的情况，教师的相关培训工作也

研究网络教研促进农村小学教师专业成长
Research on Network Teaching and Research to Promote the Professional Growth of

Rural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张永军

Yongjun Zhang

科学创新 Scientific Innovation

72



2020年 2月

ScientificDevelopmentofEducation 教育科学发展
February 2020

比较落后，教师自身的科研意识也比较浅薄，且科学教研能力

也比较低。此外，在农村小学教育体系中，也整体表现出学科

结构失衡的现象，教师自身的教学任务和教学负担也比较重。

3 农村小学教师网络教研的原则

3.1 网络至上原则

虽然网络教研具有非常明显的优越性，但是网络教研并

不是要替换掉传统的教研方式，而且要对两种教研方法的特

点和优点进行结合，正确地认识到网络教研的优点。

3.2 自发性原则

对于网络教研工作来说，其在最开始的初级阶段，相关的

行政部门具有非常强烈的组织性，而且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而后当越来越多的教师参与到网络教研活动中后，相关的

行政部门应该逐渐褪去自身的组织作用 [3]，将其转变成为一

个教师自发组织的队伍，使其网络教研具备强烈的自发性，使

农村教师可以形成一种自发性进行网络教研的习惯。

3.3 实效性原则

网络教研的创始者，其最开始的目标就是网络教研工作

的实效性，而为了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农村教师立足于

实际，深入到课堂教学中，对每一名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关

注，避免开展一些不符合实际、成效较低活动的开展，真正地

发挥出网络教研的作用和价值，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与教学

水平。

4 利用网络教研促进农村小学教师专业

成长的有效策略

4.1 合理利用网络直播

网络直播这种交流与沟通方式，是在互联网技术下所形

成一种新型的教研形式，主要就是以小学课堂教学模式、探索

与改革实际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等作为核心内容，定期推

送一些名校课程、名师讲座、专项课题研究以及专题讲座等具

有特色的网络教研活动。在网络直播的过程中，听课的教师可

以利用互联网沟通与交流的便利性，及时进行交流与提问，打

破空间的限制，完成相关的教研学习，在提高教师教研能力的

同时，也有效地提高教师自身的专业能力，促进教师朝着更加

专业化的方向成长。

4.2 积极参与网络主题活动

在很多大规模的教育官网中，经常会组织开展一些课例

研究、专题研讨、聚焦困惑以及集体备课等相关的教研活动，

这种活动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目的：一是将参与教研活动教师

的智慧凝聚起来，二是体现出组织者进行聚合和整理的结果。

在网络信息技术的合理利用下，教师利用网络教研的形式，通

过群策群策的方式，将自己在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困惑或者是

将自己的教学经验和教学观念与其他教师共享，能够有效地

弥补农村小学教师信息资源落后这一不足，提高农村小学教

学的水平和质量。

4.3 充分发展网络联盟教研

网络联盟主要就是由各个小学的教研室、教研组共同组

合而成的一种联盟形式，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将互联

网技术的优点充分发挥出来，与其他地区内的小学教研室进

行联合，将教学资源进行共享，并共同组织进行研讨工作，使

农村小学教师足不出户就能够参与到教研工作中，并与各个

地区的小学教师分享自己的经验，总结自己的不足，也能够帮

助教师及时地解答自身的困惑，拓展农村小学教师的事业。

4.4 积极参加优课竞赛教研活动

无论是哪一门或者哪一阶段的教学，课堂都是其主要的

教学场所，所以，在网络教研活动中，应该将课堂教学作为其

核心内容，开展优课竞赛类型的网络教研活动。对于优课来

说，其既能够体现出教师的教学能力，也能够实现以人为本的

教学目标。优课竞赛教研活动主要指的就是对课堂教学进行

评价，在不指定内容且教师进行自主设计的情况下，将教师在

课堂教学中的表现上传到网络教研活动平台中，再由专门的

评委对教师的课堂教学能力、课堂教学水平以及课堂教学质

量进行综合性的评价，最后根据等级评选出市级、县级的优秀

课堂。对于所选出来的优课，教师都需要将自己的设计意图、

教学方案以及教学反思等相关内容全部发送到网络教研平台

中，将其提供给其他教师学习与研讨。

5 结语

总而言之，对于农村小学教师来说，通过网络教研活动平

台的建立，能够打破空间和时间的限制，真正实现资源的共

享，并且也能够将教学与研究进行深入结合，全面提高教师的

教学水平与教学能力，帮助教师树立终身性学习的良好意识，

使农村小学教师能够掌握更加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

进一步提高农村小学的教学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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