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语文教研活动计划指导思想(优秀5
篇)

计划是一种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制定的有条理的行动方案。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计划很难写？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计划
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语文教研活动计划指导思想篇一

六月的炎热，炙烤着考生们追求梦想的心。现在已经进入高
考倒计时，同学们最需要的是鼓励自己，坚持到底。我校秉着
“以生为本”的宗旨，为了鼓励高三学生，调整临考心态而
举办了主题“为高三加油”的师生汇演。汉语组也紧张有序
的排练着节目。全体汉语教师为高三学生精心准备了诗歌朗
诵，在高三这个阅兵场上，准考生们各个飒爽英姿、斗志昂
扬;他们在高三这个大家庭中真诚相待、荣辱与共。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祝愿高三全体
学生走出高一的漫不经心，褪去高二的心浮气躁，点燃梦想
的烛，擦亮希望的灯，从容得舞出属于自己的精彩华章。

语文教研活动计划指导思想篇二

上学期的语文期末考试成绩较之期中平均分，略有提高，备
课组每位教师信心倍增，这是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但自区
里成绩反馈之后，惨淡的名次排位，让我们焦急万分，但我
们不甘于落后，我们有信心在下学期的考试中，取得更大的
进步。作为备课组长，我对上学期的组内备课教研做了进一
步分析反思总结，及时调整不足之处，力争在本学期内充分
调动、发挥每位语文教师的积极性，集思广益，争取把此项
工作做实、做细。

现将七年级语文备课组工作思路、计划整理如下：



一、高度重视组内教研工作，力争教研有计划、有内容，避
免随意性

1.做好开学初的组内教研任务布置工作，明确到人，(以单元
为板块分配)，每人明确本学期的教研内容及任务，提早着手
准备，力争每次教研主题明确，内容充实，人人参与，互相
交流思路、计划。

2.方式：每周确立主备课人，对单元整体思路的把握以及重
点课文的重难点的教学设计处理提出较为成熟的意见，对教
学环节中细节的处理和学生的活动方式的设计，以及学案的
内容设计，下发时机，各抒己见，最终统一学案，教案，进
而上课。教师尽量抽出时间互相听课，提出可行的修改意见。
强化课上对学生分层次的提问，作业布置有梯度，力争让学
困生完成作业有信心，增加学习兴趣。

在每次教研前，先进行重点的讲授反馈情况交流，从而进行
二次备课，进一步修改、调整教学思路，以期达到深刻。

3.明确任务，力求统一进度，资源共享。

次数主备人内容

第一次杨金利交流下册书的设计思路，期中前的钱三个单元

第二次杨金利第一单元1课2课

第三次姜媛媛5课《伤仲永》

第四次平学文第二单元《最后一课》《木兰诗》

第五次黄汉林第三单元《邓稼先》和12课

第六次杨金利第四单元16课17课



第七次姜媛媛20课

第八次平学文第五单元21课22课

第九次黄汉林25课

第十次杨金利第六单元26课27课

二、作文拟定题目:依单元主题而暂定，累计6次，交流后可
做修改

建议：以评价题上的题目为参考。

个人设想：

第一单元：成长主题。题目：可选择《成长的足迹》《成长
的苦与乐》《成长的脚印》《成长路上》《——伴我成长》
《成长乐园》《在学习中成长》。

第二单元：祖国为主题。题目：《祖国是我的母亲》《母亲
情怀》。

第三单元：名人主题。题目：《我也追“星”》

第四单元：中国文化。自由作文。

第五单元：探险主题。题目：《敬畏——》

第六单元：动物主题。题目：《我和——的故事》

1.语文综合性学习。重点放在《马的世界》。采取手抄报形
式，比赛，让学生动手广泛搜集资料，教师下发材料。

2.名著导读：《童年》《昆虫记》教师进行导读，而后展开
阅读，及时做好摘抄笔记，撰写读后感，教师定期做好批阅。



3.组织网上学习，读书交流新的教学理论，模式。可以统一
学习，观看录像，进而交流。

三、开好语文第二课堂，增强学生语文学习兴趣

1.丰富竞赛活动。书法比赛，作文比赛，朗诵比赛，百词竞
赛，课外文言文的阅读竞赛，综合性学习的手抄报比赛等。

2.加强每日晨读，学习语文就要激发、培养学生朗读兴趣。

3.适时增加软性作业，制作语文课件，学前预习或学后总结，
充分调动其兴趣。

在教学实践中，如若有不当之处，及时修改、调整，力争把
教研工作做到“求真、务实”，力争“人人有提升，堂堂都
精彩”，积极参加各项活动，敢于挑战自我能力，与学生共
同进步，最终提高教学成绩!

语文教研活动计划指导思想篇三

一、指导思想：

继续以学习、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指导纲要》和《语文课
程标准》为重点，以加强教研组建设为根本，理论学习为手
段，积极探索课堂教学的改革，搞活课堂教学，提高教学效
益。同时，鼓励语文教师提高自身修养和教学水平，注重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大力开展教科研研究，提高教学效
果为根本，努力探索一条“科学、有效、低负、高质”的语
文教学新路，来推动我校语文教研组建设和语文教师素质和
水平的整体提高。

二、具体工作：

1、以课程标准为根本，切实转变教育教学理念



思想决定行动，组织广大语文教师进一步研读《语文课程标
准》，把握其精神实质，以新课程标准指导课堂教学和课题
研究，努力使各年级学生语文素养得到充分发展。

2、以主题研修为切口，促研修活动有深度

（1）深切关注教师教育教学实践中真实困惑与问题，以提高
课堂教学效率，提高教师教育教学实践能力与理论水平为主
要目的。本学期以“读写结合的有效性”为研修主题，关注
课堂教学中小练笔的有效性，提升学生语文素养。

（2）教研组将按“确定研修主题――年级段集体备课――教
研组内进行研讨课――组内成员交流反思”程式，将课堂教
学研究成果应用于平时的课堂教学，以此来提高教学质量。

（3）加强教师对教育教学实践工作的反思意识，提高反思能
力，养成善于反思的习惯。一学期要能结合自己教育教学工
作，在研修主题指引下，写出至少一篇案例分析，4篇心得随
笔。

3、以课题研究导向，逐步提高教育科研水平

引导教师树立教育科研意识，以研究的态度审视教育教学实
践工作。同时加强各级课题管理，使课题研究工作与教育教
学实践工作紧密结合，让课题研究来自实践又能指导实践工
作。

4、以教学伙伴、师徒结对为载体，促研修活动日常化

发挥骨干教师的引领与辐射作用，组建教师间的伙伴与师徒
关系，建立一套较为完善的考核机制促使教师间的教研活动
日常化。

5、以校际联谊为载体，促研修活动有广度。



联系区内其它强校，采用同主题、同教材的碰撞，促进教师
从更宽视野下看待课堂，拓宽视野。

语文教研活动计划指导思想篇四

3月31日星期五上午第四节，情远小学语文组在教研组长小尼
玛扎西带领下开展了新学期第一次集体备课活动。全体语文
老师参加了活动。

古人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可见朗读在教学在教学
中多么重要。

朗读是语文教学中极其重要的一环。然而如今的语文课堂，
越来越难听到那令人心旷神怡的琅琅书声了。那么，作为语
文教师如何在教学中指导学生感情朗读呢?我们语文组全体教
师聚集在备课室就这个话题进行了讨论。以下是教师们总结
出来的观点：

一、教师范读感染学生

只有教师那充满激情的范读，学生顿悟后的品读，只有发自
内心最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的诵读，才可以称得上是最真正
意义上的朗读。因为课文中有些地方需要以读代讲，有些地
方不读好就不能理解好课文内容。有时朗读还可以营造气氛，
让课堂气氛达到最高点。这就需要教师本身研究朗读，朗读
好课文，把学生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师生才能情不自禁地共
同进入角色。当然，教师范读时要让学生边听边想，边看边
画，正确听出切奏、停顿和速度，听出轻重缓急，让学生进
入意境。

二、适当地介绍写作背景

有感情朗读应以学生的感悟为基础，使学生做到有感而发，
只有这样才能达成感情朗读这一目标。可我们现在的小学教



材中有一些课文离实际生活还是挺远的，我们的学生年龄还
比较小，如果对这些文章不作必要的`背景介绍，想必学生是
难以读出感情的。

因此给学生作适当的背景介绍可以帮学生在课文分析的基础
上，再多读、细读，慢慢去咀嚼、品尝。适当地将文章的写
作背景进行一下介绍，要创设适时情境，引导学生展开丰富、
合理的想象，让学生与作者产生共鸣，用自己的朗读自然地
传达出文本所要表达的感受，加深对文本的理解。

三、提倡个性化的朗读

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
阅读实践。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
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
迪，享受审美乐趣。

有感情地朗读胜于教师精讲细讲;学生有感情地朗读，与作者
对话，与文本交流;让孩子们在读中悟情，读中审美，在读中
感受祖国语言文字的甜美、多情。这些目标将是我们语文教
师孜孜不倦追求的境界。

语文教研活动计划指导思想篇五

我校语文教师年轻化，年龄最大不到四十、最小不过二十来
岁，精力充沛，普遍敬业爱业，潜心耕耘小语教育教学事业，
实力强，教学成绩显著，多年来在全镇统考中我校语文成绩
始终名列一二三名。但教师都喜欢“少说多做”，“只做不
写”情况明显，对自己的经验很少总结形成书面语言推广。
很认真备课了，但未形成文字记录。曾有教师慨叹：写教案
是应付领导检查，上课没按教案的。没按教案能上好课可见
备课花了心思的，备课教案两张皮是令人苦恼的。

1、根据我校语文组实际和中心校有效课堂教学设计评比活动



宗旨，在组内共同探讨“有效备课”问题，以达成共识：教
案是备课痕迹结晶的记录，写教案是联接备课与上课的.枢纽，
使教学设计更有序有效的需要。

2、在各种形式的研讨中进一步提高组内教师集体的备课素质
和教学水平，促进教师专业成长，提高课堂实效。

1、在自主认真学习新课程理念，新课标（xx版），研究教材，
教学方法，努力创造有深度、有创新、有特色、有实效的教
学设计的基础上集体交流完善教学设计。

2、在写字、习作、演讲或朗诵竞赛等活动中落实中心校“说
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工作。

3、在组织上好示范课、汇报课、研讨课、展示课、公开课的
基础上，推选出一、二名优秀课，参加全镇的优质课评比。

3、践行校本教研，听课到位、评课、议课对事不对人，在讨
论甚至争论中提升。不做形式、走过场，让教研活动行之有
效。

4、继续认真开展六个三工程中的课题实验。

5、不定期、非正式的自由宽松氛围中交流各自所写的教学反
思、随堂记录、教学后记，促进本校语文教师在教育教学实
践中一起进步，共同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