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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随着全区网络教研活动的不断推进与深入，近年来青铜峡市网络教研工作

风生水起，课堂教研活动形式多样，先后被《宁夏日报》、新浪网站、宁夏电视台

等多家媒体报道，得到相关领导和众多教师好评，并对全市教科研活动的推进、

教师专业化发展、内涵建设与质量提升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在相关会议和

作者的交流中，得知任菊莲同志对网络教研由衷热爱，并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

做了大量工作。任菊莲带领青铜峡广大教师采用网络教研的方式，为教研员与

教师、教师与教师间架起了空中教研互动交流平台，在实践中探索出值得肯定

和提倡的新的教研形式。

任菊莲在 2006年起被吸纳为世界银行贷款 / 英国政府赠款《西部基础教

育发展》“学校发展规划（SDP）”“参与式教师培训（PTT）”项目自治区级专家，在

长达 3年的项目工作中，我与她一起到各县市培训教师，她不断地努力与追求，

积极吸纳一些新思想、新理念及新方法，她带领青铜峡市小学语文骨干教师，开

始了网络教研的探寻。最初在凤凰语文网中，她就当地小学语文实验教材的使

用情况，采用网络的形式，直面新课程课堂教学问题，与全国实验区的教研员及

教师进行广泛的交流、研讨；建立了个人博客，创建了网络工作室，坚持网络写

作，与教师进行密切交流、进行教育教学研讨，使青铜峡市的网络教研走在全区

前列。任菊莲的这种精神和品质值得每位教育教学研究人员学习。

她不仅是一个引领者和组织者，也是一个实践的探究者。当青铜峡市被确

立为宁夏网络教研试点县市时，她积极创新思路，不断实践研究，又在新浪 UC

创建了视频研讨房间———【古峡教研】，引领全市中小学教师开展了大量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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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活动，进行了更为广泛和有深度的研究，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正因为有了

大量的实践经历与研究探索，才会有相应的经验积累和理性认识，从而形成了

《问道》书稿第一部分的研究成果。当网络教研的成功经验被大家认可、运用之

时，青铜峡市又掀起了打造高效课堂的实验工作，她又和部分校长、骨干教师一

起外出学习，回来后在全市宣讲，和全体教研员一起深入中小学听课、访谈、调

研、反馈、组织高效课堂研讨活动，正是基于这样的实践与研究，又形成了该书

稿第二部分研究成果。

《问道》一书共分两篇，在“网络教研篇”中，她不但呈现了“实践探究”的相

关文章、选取了相关的优秀博文，还呈现了部分网络教研案例，主要对网络教研

基本的知识和如何在不同的网络平台中进行网络教研的方法进行了介绍。在

“高效课堂篇”中，主要从低效课堂、有效课堂、高效课堂三个不同层面，给广大

教师提供一些比较、借鉴与思考。两个专题都是作者围绕近年教育改革主要热

点，基于大量实践的基础上，用心思考和研究的结果，对当前中小学教师教育教

学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问道》一书，不只是对两项实践工作的思考，也不是简单的文集，而是一位

基层教研工作者脚踏实地行走在教育教学研究路上的足迹，是一名教研员如何

和各个学校、一线教师携手追寻教学、教研真谛的花絮。

在大力提倡做研究型教师、提倡教师做校本草根研究的今天，我们都应该

学习作者这样一种质疑、反思、探究的研究精神，真正投入研究实践中。

网络教研与高效课堂，风景无限。希望这项研究成果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

借鉴与思考，也希望大家在今后的教育教学实践中，都能探究到属于自己的一

条宽敞的“道”。

宁夏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宁夏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田继忠

2013年 6月于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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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教研篇
Wangluo Jiaoyan Pian





第一节
实践探究

网络教研 一路故事一路歌
———讲述我的网络教研故事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

把网络教研课题研究的故事拿来与大家分享，是一件愉悦的事情。

谈起网络教研，故事很多，归纳起来有一段话：一次邂逅，让我初识网络教

研的神奇；多次相遇，让我感受网络教研的魅力；积极参与，让我体味网络教研

的精彩；多年倾心，让我收获网络教研的成果。当回眸凝视，我与网络教研经历

了相遇、相知、相恋、相依四部曲，品味了网络教研酸甜苦辣各种滋味，与网络教

研结下了深深的不解之缘，青铜峡市的研训工作因网络教研而充实、而美丽、而

精彩，走在网络教研的路上，一路故事一路歌。

一、邂逅于扬州

今天提起网络教研，已是人人知晓，但当初尝试网络教研，连我自己都不知

道它是什么，懵懂之中步入网络教研。

谈起网络教研，还得从 2005 年 3 月扬州课题交流会议说起。因为课改以

来，我们使用的是苏教版教材，所以，就教材使用我申报了一项课题。那年，在

“烟花三月下扬州”的美丽日子里，南京课题部组织我们重点课题的负责人到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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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交流。会后，会务组组织我们漫步在美丽的瘦西湖湖畔。我惊奇地发现，那些

外省的教师，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非常熟悉。他们称呼对方的名字很奇怪，如

百合、天鹅、紫雨、梦轩、泡语文、边缘舞者等，他们特别热烈地讨论语文教学、课

题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看着他们比会议上更加热烈、更加投入地研讨，我一脸茫

然，感到自己完全是个局外人。我很奇怪，来自全国各地的他们怎么这么熟？原

来，他们全是凤凰语文网的版主或者网民，彼此称呼用的那些奇怪的名字都是

网名！因为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网络教研，对凤凰语文网只知道它是介绍、

交流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的一个专项网站，但是从来没有光顾过，因此，只能看

着他们热烈地交流，一时间，我真正感受到我是个无知的门外汉，是个被时代抛

弃的落伍者。于是，当回到宁夏，再度踏上青铜峡土地时，回家第一个任务，就是

迫不及待打开电脑，搜寻凤凰语文网，探究网络教研这个神秘的世界！一个月

内，我浏览了每个版块的每个帖子，不但学习了、参与了、明白了，还为我们青铜

峡申请开通了研讨专版，因为我心里清楚：我是教研员，对于网络教研这个新鲜

事物，我不能单打独斗一个人做，而是要引领我们全体小学语文教师共同进入，

我一人落伍没有什么，但如果青铜峡教师都像我一样，面对人家做得红红火火

的网络教研却瞠目结舌的话，这种群体落伍可是一种悲哀！

在起初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市百分之九十多的教师都不熟悉网络，我每天

在这块土地上坚守着、耕耘着、期盼着，号召我市教师一批批逐渐加入，与我共

同探究，我们深深感到：论坛是个绝好的教学研究大平台！

二、相识于论坛

自从在网上有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我们的研究就此展开。在论坛里，我们

组织教师作了以下八种研究尝试。

1. 延续常规教研活动

常规教研往往受地点、空间、时间等限制，不能让每个教师都参与其中，但

是网络却可以弥补这个缺憾。我们把活动的相关资料发布在网上，组织教师浏

览学习、跟帖发言，使研讨活动无限延伸。小学语文学科做了多次尝试：如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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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版教材培训部为我市选派了两位南京特级教师前来讲学，他们既有专题讲

座又有课堂教学，内容特别丰富，课后我们及时上传培训资料，组织教师参与研

讨，发表自己的培训感言，评价六节观摩课。这两位特级教师始终与我市教师网

上互动，对课堂教学进行了深度研讨。每一次的活动研讨帖点击数都达三四千。

2. 浏览学习 资源共享

网络资源异彩纷呈，优美的文字、绝美的图片、精美的课件……每个人都会

发现一些好东西，我引导教师千万不要一个人独自享受，而要学会分享。我身先

士卒。一位教师上公开课要荷花图，打电话问我要，我想，其他教师可能也有需

求，与其发到她个人邮箱，不如发到网上。没有想到，这一举动受益教师达三千

多人；小学语文大师王崧舟前来银川讲学，大家都想领略他诗意语文的风采，可

是，150 元听课费将许多教师拒之门外，我组织前去学习的教师回来后把相关资

料、学习感悟发布在网上，没有去的教师可以在网上学习。一时间，我们的教师

发现好图片，上传；发现好视频，上传；发现好文章，还是上传。于是，好论文、好

设计、好图片、好视频……论坛上好不丰富。

3.宣传介绍 信息快递

网络是个绝好的传递信息的窗口，快捷、便利、影响面大，我们向教师宣传，

要善于从中获取信息与帮助，并宣传推广自己的做法与经验。如：为鼓励青铜峡

市小学语文教师队伍的发展，我建立了“小语优秀教师队伍光荣榜”专帖，意为

鼓励先进、激发群体、带动后进。最有趣的帖子是“美丽的宁夏川”，因为那次去

扬州开会，发现许多外省教师对宁夏不了解，甚至一无所知。有些人认为宁夏人

扎着满头小辫，整天骑个骆驼；认为宁夏到处是沙漠，因为有诗云“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认为宁夏人吃饭多不用餐具，因为我们吃的是“手抓羊肉”；认为

我们西北女人五大三粗，因为我们都是张贤亮笔下的“牧马人”。我万万没有想

到，美丽的宁夏川在外地教师眼里完全是原始部落，无奈！为对外宣传家乡宁

夏，我建了“美丽的宁夏川”专帖，发动语文教师搜集上传家乡宁夏的一切图文

资料，其一为宣传宁夏，其二也是一次语文综合实践活动，大家参与、大家共享。

一时间，该帖子引起宁夏区内外诸多教师的关注，掀起“宁夏研讨”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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