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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2020 年 6 月，北师大与汕尾携手各项指导工作稳步推进中，面

向汕尾市中考年级需求，结合广东历年中考重、难点题型和 2020

新中考要求，七学科举办中考冲刺专题指导讲座，及时为中考年级

教师提供复习教学建议，为中考年级学生提供备考建议；汕尾市实

验校第四次“四全”入校指导工作圆满完成，了解项目推动和一线

教学实际，助力实验校基于数据开展期末复习。本月“北京师范大

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项目重点活动如下：

2020 年 6 月 20 日和 6 月 21 日，中考冲刺专题指导讲座；

2020 年 6 月 22 日 -6 月 24 日，第四次“四全”入校指导工作

圆满完成；

2020 年 5 月 25 日至 6 月 16 日，物理学科多轮磨题工作顺利

完成；

2020 年 5 月 29 日至 6 月 23 日，英语学科 7 轮磨题工作顺利

完成；

2020 年 6 月 9 日，数学学科团队实践活动指导。2020 年 6 月

29 日，第七期骨干教师实践活动培训指导；

2020 年 6 月 11 日，语文学科团队第七次汕尾教学指导活动；

2020 年 6 月 12 日，生物学科进行第二次观摩课线上研讨工作

坊；

2020 年 6 月 12 日，地理学科团队开展线上指导活动；

2020 年 6 月 20 日，化学学科团队开展四大主题中考复习冲刺

阶段的规划与实施指导；

2020 年 6 月 22 日，历史学科团队开展北京市优秀课例观摩和

汕尾市骨干教师教学案例点评活动。

导读



01 会议专题

2020 年 6 月 20 日和 6 月 21 日，为深化汕尾市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发挥北师大学科专家团队对汕尾教育

教学的智慧引领和支撑作用，稳步推进“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项目的落实，提高中考冲

刺复习阶段的课堂教学质量和效益，经研究，汕尾市教育局和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联合举办

汕尾市中考冲刺阶段备考专题讲座。化学团队专家尹博远老师、语文团队专家刘燕老师、数学团队专家曹辰博

士和付钰博士、英语团队专家陈文英老师、物理团队专家张晓红老师、历史团队专家邹樱老师、道法团队专家

李晓东副教授，学科教育实验室汕尾区域主管刘微娜、任静、刘鑫玉、方潇，汕尾教师等百余人参与本次交流。

中考冲刺专题讲座，指引师生备考方向

4

华中师范大学海丰附属中学历史分会场

 可塘鸿鹄中学化学及语文分会场

龙潭中学道法分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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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该次讲座七学科专家从广东省 2020 年新中考要求方面进行了深度解读，分析了汕尾历年中考命题特点、

试卷结构、考试题型等，从重难点题型如何攻破方面为汕尾市各学科教师进行了深入剖析；从命题角度进行了

重点知识如何做复习教学的指导；从中考真题的实例出发，深入浅出地为学生备考学习、如何制定复习计划和

教师开展复习教学提供了众多实操性极强的建议。

此次针对汕尾中考的专题讲座，参与老师均反应热烈，纷纷表示获益良多。冲刺阶段的教师教学和学生备

考建议对汕尾九年级复习备考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指引了汕尾师生复习备考的方向。

  英语学科专题讲座    

  化学学科专题讲座

 教师反馈收益良多

语文学科专题讲座

物理学科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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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中心学科教育实验室常务主任李晓庆指导

陆丰市东海中学参与在线指导

中心刘微娜和方潇对教师核心业务专项指导

城区逸夫中学参与在线指导

为深化汕尾市基础教育综合改革，促进“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市基础教育质量提升”项目的扎实推进，

有效落实，2020 年 6 月 22 日 -6 月 24 日，为期三天共 11 场次的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项

目第四次入校指导工作圆满完成。

由于疫情影响，本次汕尾实验校入校指导采用线上会面、教师集体线下观摩，定向答疑的方式，以“四全”

为引领，围绕 33 所实验学校反馈了 5 月份智慧学伴“四全”的应用情况，聚焦中考复习进行了基于平台的教

师核心业务专项指导、骨干教师和小课题教师分享了基于平台的探索，介绍了汕尾本土资源及优质案例征集活

动共四个方面。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学科教育实验室常务主任李晓庆、刘微娜主管、王雪主管、

方潇老师、任静老师和刘鑫玉老师就以上内容与实验校领导和教师进行了深入交流，汕尾市教育局教师发展中

心教研员孙海正、李炯峰老师等远程参与了会议。城区、海丰县、陆丰市、陆河县四区县各实验校项目负责人、

副校长、教研主任和骨干教师及小课题教师参与了本次线上指导。

本次在线指导还针对即将到来的期末考试及中考，为教师培训了复习教学如何准确制定教学目标，如何进

行精准干预，如何把握学生学情；并开展了专项答疑和调研，收集了一线教师在平台上开展在线教学的切实问

题和宝贵建议。调研发现，目前实验校绝大部分骨干教师及小课题教师均能掌握智慧学伴在课上课下的使用方

法，并反馈智慧学伴在疫情期间起到了关键作用，很多教师对大数据教学的看法有所改观，在复学后也继续大

力推进了“四全”的应用。

实验校“四全”定向指导工作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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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华中师大海丰附属中学参与在线指导

陆河新田中学参与在线指导



02 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专家指导

2020 年 4 月底起，北京师范大学语文首席专家王彤彦老师、数学首席专家綦春霞教授、英语首席专家陈则

航教授、地理首席专家王民教授、物理首席专家罗莹教授、历史首席专家郑林教授、生物首席专家王健教授、

道德与法治首席专家李晓东副教授，陆续和汕尾市语文教研员许家塔、数学教研员李炯峰、英语教研员潘振华、

地理教研员赖启凤、物理教研员孙海正、历史教研员孙伟卿、生物教研员陈文静和道德与法治教研员曹书华，

结合汕尾实际学情、3*3 学科能力和广东中考方向，通过多次线上交流的方式，按着命题蓝图规划、初稿命制、

数次审核研磨修改到最终定稿。

通过学科专家和汕尾市学科教研员多次线上交流和研磨，2020 年 6 月中旬各学科期末试卷初步定稿。

2020 年 7 月 23 日、24 日将组织全市七、八年级学生统一测试。

首席专家、市教研员联袂打造期末学科能力测评

2020 年 5 月 22 日学科专家首席会上期末命题的进展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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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2020 年 6 月 11 日，北师大语文学科团队第七次

参与汕尾教学指导活动。北师大语文专家王彤彦老师、

计静晨老师、刘建东助理和汕尾教研员许家塔老师，

以及汕尾各地的七十多名初中语文老师们，通过线上

的方式共同完成了本次指导活动。

上午专家王彤彦老师给汕尾老师们分享了“含英

咀华，提升语文素养”的讲座。讲座分为三部分，分

别是“文学作品学习能力表现”、“文学作品教学中

的问题”、“文学作品教学策略举隅”。王老师从语

文课程标准入手，为大家呈现了文学作品的教学目标

和评价建议，再以经典课文《老王》为例，具体讲解

了文学作品如何进行文本细读，即“感受形象”、“体

验情感”、“品味语言”。最后还给老师们观看了网

络课程资源——名家教《老王》，讲座内容丰富，很

有启发意义。

下午是骨干教师说课的指导活动，专家计静晨老

师针对六位新骨干教师的说课进行点评指导。计老师

充分肯定了老师们说课的优点，如林香文老师对智慧

学伴的使用、陈诗雄老师的“反复阅读”设计、卓武

坤老师结合学生生活实践的作业安排等等，同时也对

说课中存在的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如建议在讨论

的基础上穿插朗读、重视教学目标的层次性等，深入

浅出，非常中肯。专家王彤彦老师针对五月份六位骨

干教师的第二次录课视频进行了集中点评。在上个月

专家点评的基础上，老师们对说课进行了完善，如张

小雪老师说课环节完整、清晰明了，钱友灿老师做到

了“文”和“言”的结合，庄智跃老师的说课材料丰富、

准备细致等，给王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此之外，

王老师也指出了说课中仍有待于改进的空间，鼓励老

师们不断进步，言辞恳切，令人受益匪浅。

学科团队指导，精准教学改进

1. 语文：骨干教师持续培养，语文素养提升专题讲座

语文骨干教师的分享

语文首席专家王彤彦老师的分析

活动结束老师们表达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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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数学项目学习案例分享讲座 PPT

 曹辰博士讲解具体实践活动案例

 汕尾教师表示感谢

2. 数学：项目式学习分享，实践活动突破平面几何

2020 年 6 月 9 日，北师大教育学部綦春霞团队与汕尾教研员及实践活动教师进行了实践活动指导。会议

采用腾讯会议的线上形式。首先，王瑞霖教授进行了数学项目学习案例分享的讲座。王教授结合案例从时代呼

唤项目学习、什么是项目学习、数学项目学习的特征以及数学项目学习的实施进行讲解。接下来，北师大曹辰

博士讲解了“发现平行四边形的判定法则”、“帮我买辆车—认识平均数与加权平均数”、“画出一个平行四

边形”三个主题的实践活动案例，从活动目标、教学方式、活动设计、活动评级标准等多方面全角度的进行讲

解，帮助教师理解并学会设计。最后，曹辰博士也将任务布置给老师们。活动结束后老师们也对綦春霞教授团

队表示了感谢！

2020 年 6 月 29 日，利用“腾讯会议”北师大教育学部綦春霞教授团队与汕尾教研员及汕尾一百位教师完

成了北师大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第七期骨干教师实践活动培训指导。

本次活动分为两部分。首先，五位实践活动课教师每个人进行 20 分钟左右的实践活动的说课。陈晓卓教师

的说课主题是《利用尺规作图，画出一个平行四边形 / 矩形 / 菱形 / 正方形？》；颜轮办教师的说课主题是《发

现全等三角形判定定理》；何世贵教师的说课主题是《破译手机数字密码——求两个数最大公因数的实际应用》；

陈辉群教师的说课主题是《用尺规作一个直角》；罗雪妮教师的说课主题是《帮我选手机》。随后，来自首都

师范大学的王瑞霖教授和北师大曹辰博士对老师们的实践活动进行了精彩的点评。王瑞霖教授首先肯定老师们

做了一定的探索尝试，如果教师把知识做进一步探究会更有点睛的作用。曹辰博士提到学生思维是从知道判定

定理到忘掉判定定理，希望学生可以养成对几何的理解形成整体与部分，位置与关系的思维。同时，曹辰博士

借助汕尾试题讲解如何让学生忘记判定定理，可从多方面考察学生对判定的认识。最后，王瑞霖教授进行总结，

表示北师大綦春霞教授团队和汕尾教师一路以来共同成长，接下来希望有机会能再进行交流。本次活动圆满结

束，汕尾教师对北师大綦春霞教授团队表示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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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王瑞霖教授进行点评

 汕尾教师实践活动展示

 曹辰博士进行点评

 汕尾教师表达对綦春霞教授团队感谢

2020 年 5 月 29 日至 6 月 23 日，英语学科团队与汕尾命题团队就“汕尾市 2019-2020 学年度下学期初一、

初二期末增值性评价监测试卷”开展磨题工作。在英语学科首席陈则航教授的指导下，邀请了北京师范大学外

国语言文学学院钱小芳副教授、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英语教研员栗瑞莲老师与汕尾市命题团队开展了往

返共 7 次的磨题工作，目前试卷已定稿，汕尾团队负责试卷印制，英语学科团队负责测试音频录制工作。

2020 年 6 月 2 日，英语学科团队整理推荐了适合汕尾中考备考学习的相关资源和微测；6 月 4 日，英语

学科团队整理推荐了所有适用于汕尾中考备考的指导资源，包括 1 个专题讲座，2 个教师微培训，11 个中考复

习专题资源，助力中考年级中考备考和其他年级期末复习备考。

2020 年 5 月 25 日至 6 月 5 日，北师大英语学科团队为陆丰市南塘中学基于智慧学伴平台的七八年级公开

课有针对性地推荐了微测和资源。

3. 英语：7次磨题专注命题能力，中考指导内容助力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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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2020 年 5 月 25 日至 6 月 16 日，北京师范大学物理学科团队与汕尾物理学科命题团队就“汕尾市 2019-

2020 学年度下学期初二期末增值性评价监测试卷”开展磨题工作。在物理学科首席专家罗莹教授的指导下，北

京师范大学物理学科团队与汕尾市物理学科命题团队对试卷所考查的具体内容和学科能力进行商讨，开展了往

返共 4 次的磨题工作。目前试卷已定稿，汕尾市物理学科团队负责试卷及答题卡的印制。

6 月 20 日下午，来自汕尾市的五位骨干教师进行了基于智慧学伴数据的复习课的片段展示。首先，海丰县

梅峰中学的纪玩利老师展示了质量守恒定律主题的习题课片段教学。纪老师首先基于学生在智慧学伴上该主题

的作答情况进行了解，在此之后，乔佳、陈新发、陈烈光和陈辉老师依次进行了“空气”、“控制变量实验”、“分

子和原子”以及“酸和碱”主题的习题课片段展示。专家指出，基于智慧学伴数据的复习课教学，不是习题的堆砌，

而应该基于智慧学伴对学情的诊断情况来有逻辑地组织和设计复习内容。此外，教师应当重视在学生活动中外

显学生的思维，给学生时间和机会来进行充分和完整的回答，锻炼学生系统思维的能力。同时，学生思维的外

显有助于教师对学生学情进行更精准的诊断，从而及时调整教学策略。

4. 物理：罗莹教授指导，期末命题研讨

2020 年 6 月 20 日 9:00-18:00，北京师范大学化学课程教学论专业博士生导师王磊教授组织汕尾市七十余

位化学学科一线教师开展“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项目”化学学科系列培训活动。参与此次

活动的专家有北京师范大学王磊教授、张晔博士，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的尹博远教研员以及汕尾市教研员温庆

伟老师。本次活动围绕“中考冲刺阶段备考专题讲座”、“基于智慧学伴的复习课教学”、“智慧学伴使用情

况数据分析”、“观念统整下的初中化学复习教学案例分享”等四个主题进行展开。

6 月 20 日上午，为了帮助汕尾教师更加高效精准的做好中考备考冲刺工作，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的

尹博远老师为大家带来了“中考复习冲刺阶段的规划与实施建议”专题讲座。尹老师从“中考复习的阶段及阶

段性重点任务”、“基于广东中考题的重点分析与教学建议”以及“复习实施建议”等三个方面为汕尾教师提

供了针对性的中考备考指导建议。尹老师指出，在中考复习阶段，教师应当从思想认识层面和经验策略层面两

个方面进行系统的复习规划。首先，在思想认识层面，教师不应忽视基础知识的重要性，要耐心细致地帮助学

生打好基础；同时要让学生看到自己的进步，根据学生的学习发展情况，教师应适当地、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

行表扬，提升学生的信心。其次，在经验策略层面，教师应调整节奏以避免题海战术，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选

择针对性的有侧重的复习方法，同时针对不同题型要有取舍（学生也需要有基本的判断）。

5. 化学：结合汕尾本地教师实际教学，全面系统备考指导

 “中考复习冲刺阶段的规划与实施建议”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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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汕尾教师更好的使用智慧学伴，基于智慧学伴更好的进行教学设计，张晔博士对汕尾化学教师使

用智慧学伴的情况进行了介绍，并给出了智慧学伴的使用建议及策略。张晔博士从“学生微资源的使用情况”、

“教师微资源使用情况”、“教师微测使用情况”、“教师智慧学伴微测核心概念使用情况”、“教师日常测

评使用情况”、“教师智慧学伴测评使用情况”、“教师智慧学伴使用行为统计情况”等方面对汕尾化学教师

对智慧学伴的使用情况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张晔博士指出，教师在进行微测使用时需要进行规划设计，并

注意将微资源进行有机整合；在使用微资源的时候，不止于自己观看，更要让学生进行观看和使用。总之，教

师需要系统思考如何更好地将智慧学伴与教学实践相结合，借助智慧学伴来促进教学效果的提升。

最后，广东省特级教师，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北兴初级中学的温利广老师为汕尾老师带来了“观念统整下

的初中化学复习教学——以习题为载体的复习课为例”主题分享。温老师从“什么是观念为本的化学教学”、“观

念为本的初中化学主题式单元复习教学的着力点”、“观念统整下的初中化学主题式单元复习教学设计思路”、

以及“认知模型与实施案例”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阐述。温老师指出，观念通整下的主题式单元复习教学

更有利于学生在整体架构中培育学科观念和发展学科核心素养。

在为期 1 天的活动中，王磊教授、尹博远老师、温利广老师和张晔博士围绕中考复习备考，结合汕尾教师

教学的实际情况，为老师们做了全面系统的备考指导，引发教师的深入思考。汕尾的教研员和骨干教师们都对

专家们表达感谢，本次培训活动至此圆满完成。在此感谢汕尾市教研员、一线教师以及北师大化学教育团队专家、

助理的支持！预祝汕尾市中考取得优异成绩！

  骨干教师习题课展示

  智慧学伴的使用情况和使用建议及策略

“观念统整下的初中化学复习教学——以习题为载体的复习课为例”主题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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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在心血管中的循环流动》课例观摩

2020 年 6 月 12 日，第二次观摩课线上研讨工作

坊通过腾讯会议软件在线上举行。指导专家福建省教

研员张锋老师，北师大生物学科团队 1 位助理，7 名

汕尾市初中生物学科骨干教师参与了本次活动。

活动前，张锋老师发送了《血液在心血管中的循

环流动》的课堂实录供 7 位老师进行观摩，并重点关

注建模的教学方法。活动当天，每位老师轮流分享对

本节课的观摩后心得，并结合以往教学中使用模型的

经历，提出自己在将来教学中适当融入建模教学的想

法，张锋老师与每位老师就具体的想法及疑惑进行了

详细的交流。

6. 生物：小组式学习，针对性指导

2020 年 6 月 22 日 9:00-12:00，历史学科“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项目”指导活动通过

腾讯会议在线上进行。参与此次活动的专家有郑林教授、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正高级教师刘汝明、北京

市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教研员梁美秀、汕尾教研员孙卿伟和汕尾的 76 位历史学科一线教师，历史学科助理王

颖怡主持了此次活动。

经过郑林老师与汕尾教研员商量研讨，结合上次活动后问卷调查显示的教师们的需求和建议，确定了此次

活动包括北京市优秀课例《评价北宋加强中央集权》观摩和汕尾市骨干教师教学案例点评。北京市优秀课例观

摩由郑林教授主持，从9:00持续至9:50。郑林教授根据视频内容向各位老师布置了观看任务，并展示和点评了《评

价北宋加强中央集权》这一优秀课例。9:50 至 10:38，刘汝明老师对汕尾市的优秀教学案例进行了点评。在点

评之中，刘汝明老师指出了四个教学设计的共同优点，针对每一个教学设计提出了改进建议，并具体介绍了梳

理问题链以优化教学设计的方法。之后，梁美秀老师也对四个案例的优缺点进行了详细的点评。

7. 历史：结合调查问卷，针对性开展学科活动

  优秀课例《评价北宋加强中央集权》观摩

  优秀教学案例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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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此次讲座，老师们对优秀的教学设计有了更深入全面的认识，也了解了通过问题链优化教学设计的方法，

有利于老师们在日后更好地把握日常教学的方向，设计出更优秀的教学案例。

为了保证和检测此次线上培训的质量，同时综合评估老师们在本次活动中的收获和对本次活动的评价，我

们在培训结束后发放了问卷。问卷主要分为三部分（后附问卷基本情况）:

1. 教师通过此次培训的收获以及对此次活动的评价；

2. 教师对后期活动的建议与期待；

3. 教师对上次培训内容的实践。

此次调查共收到有效问卷 52 份，这些问卷都提供了大量有效的信息，为我们掌握老师们的收获情况和评

价建议提供了有力依据，也为后期活动的开展提供了较大帮助。

2020 年 6 月 12 日，于“腾讯会议”召开“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项目初中地理学科

第四次线上指导。共有 45 人参与本次线上指导，其中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科团队指导专家、学科助理、

汕尾初中地理教研团队、汕尾初中地理骨干教师以及北京市石景山区的教师。本次线上指导由北京师范大学地

理科学学部王民教授主持，并邀请北京市石景山区教研员吴云老师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科团队指导专家参

与本次的指导活动。

本次活动流程主要分为上下两个半场进行：上半场由魏翠花、刘佳朴、郑萍君三位教师进行复习课的公开

课展示，展示后由两位专家进行点评；下半场由彭木健、洪莉平、林映慧三位教师进行复习课的公开课展示，

展示后由两位专家进行点评。最后，王民教授进行答疑。

上半场由魏翠花、刘佳朴、郑萍君三位教师分别进行主题为《区域地理位置》、《四大地理单元特征与差异》

和《描述位置特征》的复习课展示。三位教师通过归纳总结选取主题。相比第三次线上指导，三位教师的教学

设计有很大的进步，更符合复习课的定位。就这三节展示课，指导专家指出：复习课是主题式的复习，主题就

是主干知识，不同于章节目录，需要重新梳理；复习课是基于知识的方法归纳和迁移应用，要在新情境中解决

问题；复习课上的练习题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的最终水平，要做出针对学情的有效选择，不要仅仅落在知识

点上，而要围绕主干知识，落脚到学生的能力发展，要有层次性，要归类，要再创造。

下半场由彭木健、洪莉平、林映慧三位教师分别进行主题为《美国》、《陕西省》和《南方地区》的复习课展示。

三位教师在主题上的选择不同于前面的上半场的三位教师，其主题主要依据粤教版教材的章节题目来制定。相

比第三次线上指导，三位教师的教学设计皆有一定的进步。就这三节展示课，指导专家提出教学重点和教学难

点有时两者相同，有时不同。教师们不是为了写而写，需要为后面教学策略的选择提供依据，因此教师要做好

分析。同时，复习练习题需要有层次，目前学生是“用”图来做练习题，但在图像训练方面还缺乏画图或补图，

画图和补图是学生能力提升的重要环节，是帮助学生建构有关知识的重要一步。并通过改编教师展示的练习题

来展示如何提高学生的地图能力。

指导专家还为汕尾教师讲解了一节典型的区域地理复习课课例——《近水而作、择水而居——以新疆为例》。

通过此课例，主要为汕尾教师们解答：复习课的主题从哪来、怎么来？复习课上的方法归纳、能力提升的训练

是怎么呈现？情境的重要性。指导专家强调学生只有在新情境中测试、评价自己对知识的把握以及对知识的应

用表现出来的能力水平，才能进行自我评价，这恰好是考试需要的。

8. 地理：初中地理学科第四次线上指导顺利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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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指导流程

 北师大专家案例指导

 汕尾教师复习课说课展示

汕尾教师复习课展示

北师大专家指导点评

 吴云老师进行课例指导

最后，王民教授就汕尾教师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解答。王民教授强调：初中阶段以区域地理教学为主，学

生学习区域地理的价值：对区域本身有客观、全面、浅层次的了解，落脚到人地关系上；不讲原理，只讲现象，

对现象的描述、说明、简要分析，例如地形、气候、河流的联系，自然环境和人的活动的关系。王民教授还表示：

尽管不同老师的水平可能不同，但都需要认真对待。老师们要熟悉教育方法，地理学知识背后的思想、规律，

日积月累才能进步。项目结束之后，希望真正有一批老师成长起来。指导后，老师们均表示收获颇丰，并向专

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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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底至 6 月中旬，北师大道法学科团队与汕尾曹书华老师教研团队一同完善并修改本学期汕尾

七八年级期末试题。试题命制采用汕尾曹书华老师命题团队起草，按照道法学科能力指标设置题目，初稿后由

北师大学科团队李晓东老师进行修改，共同研磨试题。由于疫情影响本次试题研磨完全采用线上形式，通过微信、

电子邮件方式进行沟通。经过几轮打磨，最终于 6 月 10 日前完成试题命制。

9. 道法：李晓东教授指导，道法学科多轮磨题

 受指导教师向专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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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汕尾教师征集本土能力进阶式资源”活动自

2020 年 3 月 25 日启动以来，汕尾市教师纷纷积极响应，

进行本土能力进阶式资源研发。

截至 6 月底，各区县教师参与情况及各学科内容征

集情况如下表，四区县教师提交情况中，海丰县教师最

为积极，其次为陆丰市教师。各学科教师参与的积极性

方面来看，英语学科教师资源开发热情最为高涨，其次

为数学、物理、化学学科。提交的各类教学资源中，教

师自主设计和录制的微课型教学资源最多，共计 27 个；

教学资源包其次，共计 9 个；试卷共计 6 个。

目前该活动征集仍在继续中，欢迎各区域、各校积

极引导教师参与汕尾市本土教学资源开发，促进教师学

科专业能力提升。

能力进阶式资源征集，促进本土教师专业能力提升

 资源征集活动提交情况统计总览

为进一步发挥北师大学科专家团队对汕尾教育教学的智慧引领和支撑作用，切实提升教研员、学校管理者、

教师的教育管理、教学能力和综合素养，激发教师更好地使用“智慧学伴平台”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教育

教学经验分享，特别是给予一线教师更多的成长空间和发展机会，充分激发教师教学改进新动力，北师大项目

组与汕尾市教育局协商，联合举办“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项目 2020 年小课题研究”活动。

小课题开展以来，教师积极参加，共 136 个小课题教师团队参加了答辩，3 份小课题延缓立项，其中 1 份

小课题完成修改成功立项，汕尾市小课题总计立项 134 份。

为进一步跟进和指导教师小课题顺利进行，从本月起，教师每月提交小课题反馈表，本月收到小课题反馈

表总计 132 份，其中 118 位教师能按时提交，14 位老师后期补交。北师大助力汕尾项目工作小组汇总了教师

在小课题研究过程中的反馈，并将针对不同层面的问题反馈给出建议及解答的长图小贴士，以便教师顺利开展

后续研究。

小课题团队过程性反馈，稳步推进小课题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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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推进

在 2020 年 5 月 26 日 -2020 年 6 月 25 日期间，城区资源完整观看量 2771 个，完整观看占比 3.82%，但资

源完整观看量较上月有下降。全市学科资源观看排名前 20 中，汕尾中学占第八名、田家炳中学占第十三名。微

测作答人数为 1434、作答次数为 2362、批阅套数为 93、批阅次数为 1465，全市学校微测使用排名前 20 中，

凤山中学占第九名，汕尾中学占第十四名，同时，凤山中学、田家炳中学和汕尾中学日测使用也较好，分别占全

市第十二名、第二十名和第二十二名。在此期间，田家炳中学七年级历史老师潘宝晨、凤山中学九年级历史老师

余雪莲、汕尾中学七年级历史老师黄丽省在微测使用方面较为突出，田家炳中学语文老师杨赛莉、汕尾中学物理

老师谷俊杰在资源观看方面较为突出，田家炳中学英语老师刘佳佳、汕尾中学物理老师谷俊杰、逸夫初级中学历

史老师汤丹莉报告查看方面较为突出。田家炳中学七年级 (2) 班胡莉、汕尾中学七年级 (8) 班苏任沿在微测使用

方面较为突出，凤山中学七年级 (5) 班郑智杰、田家炳中学香洲学校九年级 (1) 班何庆鸿在资源观看方面较为突出。

6 月 23 日，“四全”定向入校指导城区六所实验校参加此次会议，其中汕尾市实验中学、逸夫中学以集体

参会形式参加，教师代表对基于智慧学伴平台进行日常教学教研以及小课题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

解，并通过交流解决疑惑。

1. 城区 ：测评工具落实日常教研教学

2020 年 6 月 20 日 -6 月 21 日，为深化汕尾市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发挥北师大学科专家团队对汕尾教育教学

的智慧引领和支撑作用，稳步推进“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项目的落实，提高中考冲刺复习

阶段的课堂教学质量，经研究，汕尾市教育局和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联合举办汕尾市中考冲刺

阶段备考专题讲座。陆丰各校组织各学科教师集体参加对应的中考讲座，受益良多。

2020 年 6 月 22 日—6 月 24 日，“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项目组开展了为期三天共 11

场次的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项目第四次入校指导。陆丰市各实验校项目负责人、副校长和骨

干教师及小课题教师参与了本次指导，并反馈了对于智慧学伴平台的看法和建议，以及小课题研究中遇到的问题，

项目组给出了相应的指导意见。

陆丰各校逐步完成了学生考号及智慧学伴账号上报工作，为即将到来的期末考试做准备。

2. 陆丰 ：中考讲座获益良多，积极参加入校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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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 23 日 -6 月 24 日，“北京师范大学

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项目组面向海丰县实验

校开展了第四次“四全”定向入校指导。海丰中学、

华中海丰附属、可塘中学、梅陇中学、附城中学、海

丰实验中学、海城三中、公平中学、可塘中学等校纷

纷组织线下集体观摩，海丰县各实验校项目负责人、

副校长和骨干教师及小课题教师参与了本次指导。调

研环节中，各实验校项目推进负责人反馈了复学以来

的项目推动情况，骨干教师及小课题教师反馈了基于

智慧学伴平台开展在线教学的切实问题和宝贵建议。

“四全”应用方面，海丰县 6 月资源完整观看量

1 万 3 千多，较上月有所上升，其中，华中师范大学

海丰附属学校点击量和完整观看比例均在 50% 以上，

其他学校使用仍需加强。临近期末复习阶段，建议教

师复习抓好抓牢基础能力层级如 A1、A2、A3 类微

课资源的反复强化学习。非实验校海丰县南塗中学和

鲘门中学在学习资源点击比例和完整观看比例上均在

40% 以上，值得其他学校学习。

测评应用方面，海丰县作答人数 3851，作答次数

5099，批阅套数 258，批阅次数 3041，微测应用降

幅略大；日常测评使用方面，海丰县学校表现比较突

出，区县教师转向日常测评促进学生复习巩固，海丰

县学生作答总计 21047 次。

区域典型教师方面，资源观看中海丰县涌现大量

典型教师，全市排名前 10 位的教师有 9 名来自海丰县，

其中 7 名来自梅陇中学，2 名来自华中师范大学海丰

附属学校。海丰县梅陇中学吴小英老师在全市报告查

看和资源查看榜中均排名第一。

3. 海丰 ：“四全”指导线下集体观摩，教师转向日测复习巩固

 海丰中学、可塘中学线下集体观摩参与“四全”指导 1

 龙潭中学中考讲座道法分会场

 海丰中学、可塘中学线下集体观摩参与“四全”指导 2

  东海中学参与在线指导

 海丰实验中学线下集体观摩参与“四全”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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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0 年 5 月 26 日—2020 年 6 月 25 日期间，陆河县资源完整观看量 1891 个，完整观看占比 3.59%，

资源完整观看量较上月有上升。全市学科资源观看排名前 20 中，陆河县实验中学占第十二名，陆河县新田中

学占第十七名。微测作答人数为 443、作答次数为 1207、批阅套数为 86、批阅次数为 1116，全市学校微测使

用排名前 20 中，陆河县实验中学占第六名，陆河县新田中学占第十六名，同时，陆河县实验中学、陆河县新

田中学日测使用也较好，分别占全市第十六名、第二十八名。

在此期间，陆河县实验中学九年级物理老师阮瑞葵、陆河县新田中学八年级物理老师丘朋志在微测使用方

面较为突出，陆河县河口中学语文老师叶小丽、陆河县河城中学地理老师罗凌、陆河县河城中学数学老师刘国

勇、陆河县河口中学语文老师毛伟红、陆河县河口中学数学老师吴鉴昌、陆河县河口中学历史老师朱自妹、陆

河县河口中学英语老师叶木灵、陆河县河城中学历史老师罗美文在资源观看方面较为突出，陆河县河城第二中

学历史老师黄秋如、陆河县河城第二中学地理老师彭海泡、陆河县河城中学语文老师陈小燕、陆河县实验中学

九年级物理老师阮瑞葵、陆河县新田中学物理老师丘朋志在报告查看方面较为突出。陆河县实验中学九年级 (1)

班宁静在微测使用方面较为突出，陆河县实验中学九年级 (6) 班罗苏琪、陆河县实验中学九年级 (1) 班徐菲在资

源观看方面较为突出，陆河县实验中学叶嘉琳、叶馨、彭惠环在报告查看方面较为突出。

在陆河教育质量分析会后，陆河县教育局做出规划，确立项目小组，确定项目负责人等一系列举措。陆河

县实验中学作为非实验校沟通交流使用方法后探索基于智慧学伴进行日常教学教研，并将此作为日常工作。与

此同时，积极响应项目实施推行工作。

6 月 24 日，“四全”定向入校指导城区四所实验校参加此次会议，其中新田中学以集体参会形式参加，教

师代表对基于智慧学伴平台进行日常教学教研以及小课题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并通过交流

解决疑惑。

4. 陆河 ：非实验校基于智慧学伴平台教学模式探索



22

 “北京师范大学助力汕尾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项目

各实验校项目反馈表提交时间一览表（统计时间截止 7 月 1 日）

为切实有效落实项目，每月 25 日实验校提交项目反馈表作为帮助实验校解决问题，落实推进项目的抓手。

反馈主要包含各实验校信息化建设、推进项目的具体做法、平台使用情况及遇到的困难及建议。大部分实验校

均能积极完成，按时提交，积极反馈问题，并认真落实推进了项目。

《实验校项目反馈表》提交

通过对各实验校提交的反馈表进行的总结提炼，具体反馈内容如下。

1. 目前推进过程中较为突出的几方面问题为：

（1） 复学后家长及学校对学生使用手机管控较严，使学生在线学习有困难；

（2）师生在使用智慧学伴的过程中还不够成熟，融合智慧学伴的教学模式有待探索；

（3）教师希望智慧学伴平台上的资源可以再丰富一些；

（4）教师希望智慧学伴平台组卷操作更方便，英语组卷增加题型；

（5）教师希望智慧学伴平台上的内容与汕尾教材版本更适配。

2. 针对以上问题，一些实验校积极探索解决方式，取得了一定成果：

（1）可塘中学：典型案例：七年级数学蔡义在老师结合平台探索有效课堂教学的改进，例如 :1 向学生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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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课堂教学视频（配套对应练习）；2 学生在家观看推荐的视频再做对应课堂练习；3 回到课堂上，先让学生

总结学习情况，提出本节课知识点的困惑，再让其他学生解决问题，教师再归纳总结；4 利用智慧学伴平台的

大数据，对学生进行分析，为今后的课堂教学提供一定的方法，并向其他教师进行推广。

（2）南塘中学：学校于第 12 周组建七八年级参与京汕杯的骨干教师 10 人和新入职的 9 位教师，开设了

智慧学伴课堂教学组，两个年级分单双周进行授课，参与教学的班级有 11 个，每两周共授课 19 节次。

采取的改进措施：看了 4-5 月的“四全”情况反馈报告，我校智慧学伴教学组接下来的工作计划如下：

1. 课程小测：发布单元微测和日常测评相结合（1 节课当中可以有两测）；

2. 期末复习：选择合适的试卷让学生完成摸拟测试；

3. 智慧学伴教学组的老师课后多查看学生报告，以便更精确把握学生的学情。

（3）梅陇中学：制定智慧学伴各班教师布置微测、批改情况及学生完成作业情况反馈表；教师每周布置作

业，学生利用吃晚饭的时间或周末在家时间跟家长拿手机或用电脑，初一学生还可以用信息课等完成作业；召

开教研组长会议，落实智慧学伴相关工作；要求班主任利用家长微信群做好宣传工作，家校联动。

（4）海丰中学：各驻组驻班行政继续加强指导教师和学生使用智慧学伴相关资料，要求科组长和备课组长

在科组会议或备课组会议中强调跟踪项目推进情况，要求班主任在班会课或家长群中指导学生充分利用智慧学

伴这个平台进行学习。首先，教师在备课时充分利用资源中心中的微课视频，选取优质资源在课堂上播放或者

利用班级微信群推荐给学生，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其次，各备课组在集体备课的时候，既集体备上课的教

案课件，也落实主讲教师利用智慧学伴中的题目管理自主组建有针对性的试题，作为每节课后日常检测，经教

研组长审核通过后发布各班级。

（5）利民中学：落实教师除了批改要加大力度对报告的查阅。懂得从报告中去了解学生，进行针对性的训

练。八（3）班在非骨干教师蔡伟浩老师的发动下，成绩上升较快。利用这个典型案例，发动全校师生。

（6）东海中学：积极运用智慧学伴开展学生的线上学习任务，在开学使用智慧学伴进行教学资源推送和日

常测评。利用课堂教学结合智慧学伴进行作业。公布教师微测和视频使用情况，督促教师充分使用平台。

（7）河城二中：以年级为单位继续落实“四全”工作，把落实“四全”纳入绩效，对落实比较好的教师或

班级进行适当奖励，调动师生的积极性。组织教师参加中考备考和小课题问题研究的视频会议。

3. 针对实验校反馈的一些问题，我们为各实验校提供以下建议：

（1）智慧学伴操作不熟练

全校观看教师加油站里【智慧学伴操作指南】视频，使学校管理员、教师、学生、家长熟练掌握对应角色

的基本功能（微测、资源使用，查看报告，账号匹配和异动，家长绑定公众号等）。

（2）微测试题数量不多？题目不够本土化？

微测并非是简单的题库，而更重要的是一项诊测工具，希望老师将重点着眼于如何利用智慧学伴精准掌握

学生学情并进行精准教学干预。

建议老师：学习 3x3 能力体系，培养教师自身把控教材核心概念和能力层级意识；教师在自主创建题目和

试卷的同时，积极分享到平台区本及校本题库；利用智慧学伴个性化推送资源、微测，开展培优辅潜的分层教

学工作；校管理层、教师、学生仔细研读诊断报告，精准分析，科学施策。

（3）家长对学生网络在线学有所担忧？

鼓励家长微信绑定智慧学伴公众号，及时掌握孩子学习情况，督促学生完成学习任务。教师推送资源到家

长微信群。

（4）管理层面的一些建议

成立试点班，选拔有教学经验、有改革热情的教师团队参与实验；制定项目管理制度，将“四全”落实情

况纳入先进教研组和年级组的评选条件；管理层及时查看“四全”数据，利用教研会议公布“四全”推行情况，

探讨项目的收获、经验；对数据突出的师生进行表彰。



04 基础教育质量提升

——“四全”落实

1. 汕尾市各区县学科资源观看情况

2. 汕尾市学科资源观看前 40 名学校排名情况（标黄为实验校）

一 . 学科资源观看榜

24

在 2020 年 5 月 26 日 -2020 年 6 月 25 日期间，汕尾各区县的资源完整观看量中，陆丰市完整学习了 2

万 7 千多个资源，其次是海丰县资源完整观看量 1 万 3 千多；城区资源完整观看量 2 千 7 百多；陆河县资源

完整观看量 1 千 8 百多。其中海丰县和陆河县的资源完整观看量较上月有上升，陆丰市和城区的资源完整观

看量较上月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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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0 年 5 月 26 日 -2020 年 6 月 25 日期间，汕尾各学校学科资源使用情况整体较为一般，除陆丰

市玉燕中学、华中师范大学海丰附属学校和陆丰市东海镇六驿学校的点击量和完整观看比例均在 50% 以上，

其他学校使用情况均不太乐观，建议各学校加强平台微课资源的学习，尤其是临近期末复习阶段，抓好抓

牢基础能力层级如 A1、A2、A3 类微课资源的反复强化学习。

实验校方面：海丰县和陆丰市的实验校在资源观看方面较城区和陆河积极一些，尤其是陆丰的玉燕中

学全校的点击比例高达 72.7%；完整观看比例 63.5%。非实验校方面：陆丰市东海镇六驿学校、海丰县南

塗中学和鲘门中学在学习资源点击比例和完整观看比例上均在 40% 以上，值得其他学校学习。

（备注：汕尾前 40 学校资源使用情况是以完整观看比例排序。）

1．汕尾市各区县微测使用榜

2. 汕尾市学校微测使用情况排名（标黄为实验校）

二 . 测评使用榜

本月汕尾市作答人数 10849，作答次数 16113，批阅套数 525，批阅次数 11920，相较 5 月的数据反馈，

由于学生陆续复学和追赶教学进度等因素影响，全市整体层面和多数区县作答人数有一定幅度的下降。

各区县应用方面，陆丰市应用较为稳定，降幅较小，上月陆丰市作答人数 5859，作答次数 9737，批

阅套数 467，批阅次数 7878；城区作答人数变动不大，上月作答人数 1825，作答次数降幅稍大，上月作

答次数 4809。海丰县微测应用降幅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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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测使用方面，各区县整体情况如下：

6 月份各区县前 30 名学校为：陆丰 11 所，海丰 10 所，城区 6 所，陆河 3 所。相较于 5 月份各区县

应用前 30 名，城区增加 2 所，海丰县、陆丰市各减少 1 所。

陆丰市利民中学、捷胜中学、凤山中学、海丰县公平中学、海丰县鹅埠中学、陆丰市大安中学、陆河

县新田中学等 7 所学校的教师批阅率均高于 90%。其中前三所学校批阅率均高于 98%。

实验校：微测使用前 30 的学校中，19 所为实验校，比例有所下降。前 10 名中 9 所为实验校，前 20

名中 16 所为实验校。前 30 位学校中各区县实验校分布情况分别为海丰 7 所，陆丰 7 所，城区 3 所，陆河

2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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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汕尾市学校日常测评使用情况排名（标黄为实验校）

汕尾市实验初级中学、陆丰市内湖中学、陆丰市甲子附属实验学校三所实验校的微测应用方面在实验

校中排名较后。

非实验校：

非实验校中，本月有 11 所进入全市应用前 30，其中 4 所为陆丰市所属学校，3 所为海丰县所属学校，

3 所为城区所属学校，1 所为陆河县所属学校。其中陆河县实验中学最为突出，按批阅次数全市排名第 6。

陆丰市东海镇乌坎学校、海丰县鹅埠中学、捷胜中学三所非实验校排名前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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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测评使用方面，海丰县学校表现比较突出，其次为陆丰市学校。海丰县学生作答总计 21047 次，

陆丰市作答总计 15774 次。6 月份全市前 30 名学校分布为：海丰 12 所，陆丰 11 所，城区 5 所，陆河 2 所，

陆丰和城区所属学校略有增多。实验校中各区域学校分布，海丰 9 所，陆丰 8 所，城区 4 所，陆河 1 所，

陆丰和城区所属学校略有增多。

实验校中，应用最为突出的学校为华中师范大学海丰附属学校，教师布置和学生作答均最高。此外，

陆丰市南塘中学、海丰县梅陇中学、陆丰市玉燕中学、陆丰市东海中学均名列教师布置量前五，教师在日

常教学中能积极进行教学尝试和探索。非实验校中，海丰 3 所，陆丰 3 所，城区 1 所，陆河 1 所，最为突

出的非实验校为鲘门中学。海丰县附城中学、陆河县河城中学、海丰县公平中学三所实验校日测应用较少，

未能进入全市前 30 名。

4．汕尾市九学科微测使用情况

在九个学科中，本月学生作答人数、作答次数、教师微测批阅最多的均为历史学科，有 2086 人作答，

共作答 3123 人次。作答人数最多的其次为语文、数学、生物学科；作答次数最多的和教师微测批阅最多

的其次均为语文、数学、英语学科。【生物、地理、物理涵盖 2 个年级，化学涵盖 1 个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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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师单元微测“活力之星”（标黄为实验校）

三 . 个人排行榜

月度教学“活力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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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市本月微测作答量较上月有所下滑，汕尾市前 30 名的微测教师“活力之星”有 24 名来自实验校，

其中 7 名来自海丰县，15 名来自陆丰市，城区、陆河县各 5 位教师，其中来自玉燕中学的教师最多；历史

学科使用微测的教师较多，其次是数学。其中来自非实验校陆河实验中学的阮瑞葵老师所带学生作答量 531

次，批阅率 99.25%，在全汕尾市排名第一名。

（2）教师资源“活力之星”（标黄为实验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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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师报告查看“活力之星”（标黄为实验校）

汕尾市本月资源观看量较上月有所下滑，排名前 30 名的教师共覆盖 10 所学校，有 28 名教师来自实验

校，其中海丰县梅陇中学、陆河河口中学教师数量最多，英语、语文学科教师使用微资源非常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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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教师总测报告查看量排名前 15 的教师，其中 8 位来自实验校，非实验校教师较积极，其中海丰

县梅陇中学语文教师吴小英查看报告 4 套，个人报告 246 次，总测报告及学生个人报告共查看 252 次，查

看量非常突出，在汕尾市排名第一。

以上是微测报告查看全市排名前 15 的教师，其中 9 位教师来自实验校，其中排名前 5 的教师中，4 位

来自非实验校，陆丰市陂洋镇双坑中学教师陈辉查看微测报告 5 套，微测报告及个人报告共查看 51 次，陆

河县实验中学阮瑞葵教师查看微测报告 7 套，微测报告及个人报告共查看 46 次，以上两位老师查看报告量

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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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日常测评报告查看全市排名前 20 的教师，13 位教师来自实验校，其中水墘中学陈烈光教师查

看日测报告 10 套，共查看 94 次，陈老师上月及本月的日测报告查看量非常突出，均排全市第一。

整体上，各校日常测评报告查看量较总测及微测查看量突出，建议教师同时关注微测总测的报告查看，

全面精准掌握学生学情，并且在组建日常测评的同时可以分享至校本及区本题库，学校及区县教研组长积

极审核通过，丰富校本及区本题库。

（1）学生微测“学习之星”（标黄为实验校）

2. 月度学习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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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市本月微测作答量较上月有所下滑，汕尾市前 19 名的学生微测“活力之星”有 15 名来自实验校，

汕尾市前 19 名的学生微测“活力之星”有 10 名来自海丰县，其中海城三中学生作答数量最多。

（2）学生资源“学习之星”（标黄为实验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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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市本月资源观看量较上月有所下滑，前 31 名的学生共覆盖 18 所学校。有 22 名学生来自实验校，

海城三中周建忠、海丰县彭湃中学刘逸夫、陆丰市东海镇六驿学校李凯茵为前三名的资源学习之星。非实

验校中使用资源最突出的为鲘门中学李璐。

（3）学生报告查看“学习之星”（标黄为实验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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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学生总测报告查看排名前 10 的学生，有 3 名来自实验校，陆河县实验中学是非实验校中总测报

告查看最突出的，其中叶嘉琳同学查看量最多。

以上是学生微测报告查看排名前 10 的学生，5 位学生来自陆丰市东海第二中学，非实验校中水墘中学

陈伟涛同学微测报告查看最高。

以上是学生日常测评报告查看情况前 10 名排序，均来自实验校，海丰县彭湃中学吴烨甄查看报告最为

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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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平台资源使用来看，在 2020 年 5 月 26 日 -2020 年 6 月 25 日期间，汕尾各学校学科资源使用情

况整体较为一般。其中海丰县和陆河县的资源完整观看量较上月有上升，陆丰市和城区的资源完整观看量较上

月有下降。完整观看比例四区县均未超过 10%；从平台微测使用来看，由于学生陆续复学等影响，全市整体层

面和多数区县作答人数有一定量的下降。各区县应用方面，陆丰市应用较为稳定，降幅较小，上月陆丰市作答

人数 5859，作答次数 9737，批阅套数 467，批阅次数 7878；城区作答人数变动不大，上月作答人数 1825，

作答次数降幅稍大，上月作答次数 4809。海丰县微测应用降幅略大。从平台三类报告查看来说，主要集中在

日常测评报告的查看上面，总测报告和微测报告查看量较少；

（2）建议各学校加强平台微课资源的学习，尤其是临近期末复习阶段，抓好抓牢基础能力层级如 A1、

A2、A3 类微课资源的反复强化学习，充分发挥好智慧学伴的教学支撑作用，攻克自身教研教学实际问题；基

于智慧学伴实现教 - 学 - 评一体化及群体 - 个体双精准教学，复习课选择重点核心概念以及重点学习指标，布

置及督查学生完成平台学习任务。建议 1 周完成一个核心概念的复习学习循环（看资源 + 看教材、做微测、教

师批阅反馈、平台诊断推送或教师重点推送，或远程会议答疑指导）。

“四全”小结与经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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