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教研员学期工作总结(汇总5篇)
总结是对某一特定时间段内的学习和工作生活等表现情况加
以回顾和分析的一种书面材料，它能够使头脑更加清醒，目
标更加明确，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写总结吧。那么，我们该怎
么写总结呢？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总结书范文，方便
大家学习。

教研员学期工作总结篇一

随堂实验又叫做边学边实验，是为了达到一定的教学目的，
在教师的启发和指导下，学生边看、边学、边实验、边思考、
边讨论，运用实验去探求知识或获取必要的感性认识的教学
活动。我在教学中注重加强随堂实验的设计与实践，取得了
较好的教学效果。我就其中感触最深的三点与大家分享。

第一、将教材上的演示实验改为随堂实验，给学生更多动手、
动脑的机会。

例如，必修1中有一个最大静摩擦力略大于滑动摩擦力的演示
实验，我把它改为随堂实验。实验中我为了使得最大静摩擦
力和滑动摩擦力的差别更明显，我们采用了增大压力的方法。
通过这样一个随堂实验学生经历了探究的过程而得出结论，
自然要比教材上演示实验的'效果好多了。

再例如，必修2曲线运动一章教材上安排了一个演示实验。我
将此演示实验也改为一个随堂实验，把墨水滴在正在转动的
自制小陀螺上，墨水被甩出后溅在其下方的白纸上呈放射状，
每一条点迹都沿切线方向。

第二、利用学生身边的物品设计随堂实验提高课堂效率。

例如，在力的合成一节的教学活动中，我带领学生研究合力
范围时，我设计了这样一个随堂模拟实验：让学生们触压这



个四边形，观察两个力夹角在0°到180°变化时合力大小的
变化情况。这样的做法相比教师做演示实验学生被动观察效
果要好。学生们自己动手了，就可以有更多自己的思考。

再例如，讲解重力一节时，我设计了支撑法测重心的随堂实
验。让学生用身边的物品做实验，感受物理学习的乐趣。

第三、利用随堂实验，破解认知冲突，明晰概念和规律。

学习圆周运动时，我让学生分组准备雨伞，在距离伞柄远近
不同的位置的伞面上用彩色粉笔点上两个点。当打开的雨伞
转动起来时，学生能够明显的观察到两点运动时速度的大小
的不同。这时我说这两点速度相同，学生们迷惑、反驳。然
后我让学生分组实验、讨论、发言。我再给总结一下，明确
了线速度和角速度的概念。我想，这样的教学设计充分调动
了学生，体现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地位，符合新
课程理念。

随堂实验的设计可以更多的让学生参与进来，这样做可以使
得学生对物理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学生在实验的准备和实
施过程中不断思考和探索，主动获取了知识，并增长了多种
能力。而且，学生在参与实验实施的过程中能够自然的生发
出创新意识。课堂上多加入随堂实验会对提高课堂效率产生
持续的积极影响。

教研员学期工作总结篇二

教育科研更新了教师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焕发了全体教
师旺盛的工作干劲和热情，使学校的教育教学呈现蒸蒸日上
的局面。

1、本学期我校先后荣获2020永嘉县第二批校本研训示范校，
温州市第三批校本研训示范校的称号，这与我校全体老师兢
兢业业，刻苦钻研、团结一心、砥砺进取是分不开的。



2、教师科研成果显著，2020年上半年我校共有市级课题立
项4个，县级课题立项11个;陈富民老师的精品课程获得市级
二等奖、郑伟老师的微调研荣获市级二等奖;共选送52篇优秀
论文，其中有16篇论文获得县一等奖，11篇论文获得县二等
奖，15篇论文获得县三等奖;共选送26篇优秀的案例、课例参
加评比，其中有10篇获得县一等奖，7篇获得县二等奖，8篇
获得县三等奖。共有31篇教学设计参评也获得了优异的成绩，
这与老师的科研意识与科研素养的提高密不可分。

3、教师科研素养显著提高。百分之九十45周岁以下的老师都
有自己的科研成果，有的开展课题研究、有的参与课堂教学
改革实验、有的撰写论文、案例、教学设计等，每年都有20%
以上的教师撰写的论文或科研报告在各级刊物上发表或获得
奖励。

教研员学期工作总结篇三

结合学校各级各类课题研究的开展，学校教育科研室组织开
展了系列科研活动，营造教育科研氛围，搭建教师参与教育
科研活动平台。

1、提高教师基本技能的活动。组织教师参加“学区、县教师
教学基本功比赛”十五人参加学区评比，获得一等奖的共
有10人，二等奖的有4人，三等奖的1人;随后14人推荐参加县
基本功评比中，杨锦旭、胡建欧、胡小飞、王文素、卢亚琴6
等获得县一等奖，其他8人也获得了县二、三等奖。

2、更新教育观念、改革传统教学模式的科研示范活动。主要
组织开展了“师徒结对汇报课”、“骨干教师创新教学模式
观摩课”、“优秀学科带头人示范课”、“高级职称教师观
摩课”、“学科共同体展示活动”等80余节公开课活动。

3、积极承办县级各种大型的科研活动，4月4日，永嘉县小学
英语六年级复习策略研讨会暨全县英语教研组长会议在我校



雅悦报告厅隆重举行;4月19日永嘉县小学语文“聚焦核心素
养的统编教材90学时初级培训暨永嘉县十三五小学语文高级
研修班与青年骨干班培训活动在我校开展。县语文研训员王
建群、英语教研员孙真慧老师、带领全县语文、英语骨干、
青年老师、汇聚一堂，以课为引，交流学习，思维碰撞，以
专家引领为契机，学习进步，收获成长。

教研员学期工作总结篇四

一转眼半年的教学工作即将结束，一学期来，我坚持以xx重
要思想为指导，以实施教育工作目标为重点，紧紧围绕学校
的工作目标，以教育科研为先导，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为重
点，认真探索和研究新的教学方式和方法；大力开展校本研
究，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做了许多工作。

随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深入进行，紧紧围绕“落实
责任，改进作风，做好服务，创新工作”这个主题，开展了
践行科学发展观的一系列研训活动，无论是听课的节数，还
是学习培训的次数、开展教研活动的次数都突破了历史新高。

学习是现代社会永恒的主题，作为一名教研员，学习尤为重
要，教研员只有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自身水平，才能更好的
服务于全部的教学。在政治上我抓紧时间读书、看报、听广
播、看新闻，汲取政治营养，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在业务
方面，我虚心向老教研员学习，经常翻阅教育教学杂志，上
网查阅资料，掌握的教育教学信息，观看教学光盘，并随时
做好学习笔记，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和科研能力。在学习中
开阔眼界，丰富知识，努力为专业引领打好“底色”，力争
使自己逐渐走出狭小，避免平庸。

1、继续开展“一师一课”活动，集中进行听课，并做好听课
记录。本学期，组织全体教师分学科进行业务学习，用先进
的教学观念来指导日常的教学工作。



2、本学期，我校将继续发挥集体备课活动的作用，在语文、
数学学科中首先采用单元备课负责制，实现教学资源共享，
让教师有更多时间学习理论，钻研教材，实现自我增值。在
课余时间认真总结教学心得及理论创新，积极参加各级论文
评选。

3、开展公开课教学，本学期开展了公开课教学，在听取各位
教师的公开课后，收获颇多，同时在听的过程当中也找到了
自己的不足和授课教师的不足与优点，课后组织教师集体评
课，让新教师更好更快的成长。

我校能充分认识到骨干教师培养对提升全体教师素质的重要
性。本学期，我校继续多方面创造条件为教师提供继续教育
和远程培训的机会，在培训中参加研究会和课题研讨活动，
以获取先进的教改信息，学习先进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

1、在常规检查中，个别班科的作业二次批改不够认真，《xx训
练》的批改个别班科不够认真，没有按学生实际情况布置不
同的作业，甚至有的教师从来不给学生批改作业。

2、在日常的巡课中，个别班级课堂秩序不好，有待改进，个
别班级体育课未能认真上好。

3、个别教师常规工作未能做到位，思想认识和业务素质有待
提高。

1、从学生和教师的发展维度来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切实
改变教研员隔靴搔痒的做法，丰富已有的有效教学的理论探
讨与实践研究。

2、在实战的研训中努力使教师走出“教学内容止于浅表而失
于虚，组织活动取悦学生而荒于嬉，合作探究流于形式而毁
于随”这三大误区，切实改变服务不到位、指导不深入的现
象。



3、积极主动、诚恳及时向上级领导汇报工作，交流感情、沟
通情况、得到指点、查漏补缺、及时改进、和谐工作，切实
改变傻干蛮干的工作作风。

忙碌伴随着充实，汗水孕育了丰硕。今天，当我们在岁月的
从容中驻足回望，静静沉思，我们发现，欣喜和叹惋已葱茏
了我们曾经的旅程。我们不知道岁月还将对我们有哪些馈赠，
但我坚信：在穿行岁月的脚步中，我将一路踏响教研的强歌！
在教研员工作的主阵地上，我将一如既往，以脚踏实地、注
重实效为工作导向，在平凡的岗位上垒筑信念，开拓进取，
与时俱进，竭尽全力彰显自己的工作特色，实现自己的人生
价值。

教研员学期工作总结篇五

一、个人简历

1991、9―、7，乡宁一中任数学教师。

1997、9―20xx、7，乡宁二中任数学教师。

20xx、9―20xx、9，县教研室中学数学教研员。

20xx、9―20xx、2，乡宁三中任政教主任。

20xx、2至今，县教研室任小学数学教研员。

二、对个人本职工作的粗浅认识：居高“邻”下，深入浅出。

（一）居高：

这里所说的“居高”，不是到学校面对老师高高在上，而是
要真正在教育理论、课程教材教法研究上占领制高点。具体
来说三个方面：



（a）、深入地研究课标、教材、老师以及学生。

1、认真学习《课程标准》，对课程性质、课程基本理念、课
程设计思路、课程目标、课程内容、以及课程实施建议等各
项内容有实质性的理解。

2、研究教材，（1）通读学段教材，搞清知识的内在联系。
从整体上去阅读、去研究、去探索学段教材的教学方法。这
样听评课才能有谱，才能把握好每节课自家田的界线，即起
点精准延伸适度。（即教学时前面有知识形成的依据，后面
有知识拓展的空间）。（2）精读整册教材，把握总体结构。
（全册内容）。（3）细读单元教材，明确单元教学任务。搞
清编排体系及意图、重点、难点，单元教学的目标和教学任
务，是科学、精准评课指导的前提条件。

3、通过听课、评课不断总结老师们对教学的普遍认识和不良
倾向。

4、深入研究小学生学习规律，如一分钟注意力训练以及粗心
与学生的学习品质培养等等。

（b）、向名家学习经典的前沿的教育教学理论。

1、魏书生：反复观看《这样教出好孩子》等视频，尤其实践
了一分钟注意力训练；深入研究、践行并宣讲《七个一分
钟》、《12个良好习惯的培养》、《课堂教学十条要求》
（见后附1、2、3），认真研读《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
（《人民教育》20xx年第六期）。

2、王金战：新浪读书网《学习哪有那么难》；数学教学视频；
育才方案视频；新浪博客。

3、华应龙：反复研读《融错教学：成长的意义与教育的境
界》，摘要1、：人生自古谁无“错”；人就是在“错”中生



长的；“错：不对?”不对；“错不对!”“错”本来是打磨
玉石的粗磨石；因此，“错”是帮助我们玉汝于成的宝物。
摘要2、别把小学数学说得那么高深，那么复杂，因为小学生
的手很小，玩不下。

教是因为需要教。不要在不需要教的地方孤芳自赏。学习本
来像呼吸一样自然，教学就是带着孩子们一起玩好数学。道
法自然，学生“水到”教师“渠成”，乃是至善。

4、徐长青：简约教学。经典论述摘要：数学课堂迫切需要从
冗繁走向凝练，从紧张走向舒缓，从杂乱走向清晰，从肤浅
走向深邃。简约应成为一种教与学的方式。从数学学科的本
质特征来看，实施简约化的'课堂是其学科本身的需要，因为
数学学科的特点就是倡导简约的，公式、定理的简明，解题
思路的简洁，书写格式的简单，语言叙述的简练，计算方法
的简便，等等。简约教学简在何处？教学情境应真实、简洁，
教学内容应简明、充实，教学过程应简化、厚实，教学方法
应简朴，多样，教学评价应简明、真诚，教学语言要简练、
深刻，教学媒体要简单、适用。

5、蔡笑晚：新浪读书网《我的事业是父亲》、新浪博客、家
庭教育视频。

6、周弘：赏识教育视频。

7、刘称莲：新浪读书网《陪孩子走过高中三年》、新浪博客。

8、南通教育博客。许卫兵、张齐华等名师荟萃。

学习规律的研究，我感觉到我基本能胜任小学数学教研员的
工作，随着不断地听课、思索，我发现确有必要大力宣讲、
践行融错教学和简约教学，极力推行三类目标和三类作业。

半年时间的具体工作：



1、深入七个乡镇听课调研指导，听课40节，个别指导36人，
参加集体评课10次。

2、参加联片教研6次,听课12节，做讲座一次。

3、外出学习、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