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教研开场语 教研活动主持稿开场白
(通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
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
看吧。

教研开场语篇一

让学生修改作文，开始时一定不能抹杀学生批改的兴趣，还
要让学生在批改中提高写作能力，因此在批改作文的形式上，
我做了一些探索。

1．批改形式多样化

（1）教师分发。刚开始交换批改时，老师要注意把两个作文
水平相当的同学作文进行交换，这样有助于他们互相学习。
学生批改时，老师要随时指导，教育学生不要在别人的本子
上乱画，用认真的态度来对待。并让学生在总评处暑名，以
监督学生，也便于后面的交流。

（2）分小组批改。当学生批改有一定基础时，可以分小组批
改。每次要换不同的人批改，让学生多接触不同的作文，看
看别人的评语。这样也能增加批改作文的新鲜感，要保证学
生每次批改的作文都要来自不同的同学的。这样一学期下来，
至少能批改到七篇不同的习作。如果再加上每次批改时对前
面习作的阅读，那数量就更多了。学生学习的面则更加广泛
了。

（3）小组间互批。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学生批改作文的水
平有所提高。可以让水平相差比较大的同学互批。水平低的



学生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水平高的可以找出不足，引以为
戒。

2．讨论交流

（1）学生批改完作文后，前几次一定要对学生的评语进行讲
评，找出写的优秀的评语讲评，让其他学生效仿，掌握总评
的大概结构。再找出评的不全面的评语，让学生进行补充。
如此几个回合，学生就能掌握应该在哪里做眉批，应该怎样
写总评了。等学生批改的水平提高了，就可以逐渐减少甚至
省略这个环节，减轻老师负担。

（2）讲评完，让学生拿回自己的作文本，看别人的评语。认
识到自己作文的优点和不足之处，不断改正。

（3）对自己作文中的错字病句等要进行订正，然后让修改人
检查批改。并且和修改人交流讨论，互相交换意见，解决心
中疑问。这样，错字病句则完全可以在交流中解决掉，而不
需要老师一字一句的批改了，无形中又减轻了老师的工作量。

3．教师审阅、心中有数

其实，让学生来批改作文的动力所在就是减轻我们老师的负
担，但又不能让学生批改完全取代老师批改。因此老师还要
对评语进行审阅，当然，这个审阅是非常简单的。

如果学生的评语写的很好，我个人认为只要写上“同意”二
字即可，如果觉得写这两个字太少了，充其量再写上“同意
你的批改”、“写得好、评得妙”等。因为经过我的实践，
发现学生写的评语确实十分全面，比老师写得要完整许多。
我觉得完全可以这样审阅，减轻我们批改作文的负担。其实，
改作文最浪费时间的地方就是对眉批、总批的思考及书写。
由学生批改，我们只需浏览一下学生的作文和评语就可以了，
大大的节省了时间，减轻了改作文的负担。



如果学生的评语写得不太全面，老师则简单地一两句补充完
整，修改评语。当然，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少的，学生的能力
确实不可低估。

教研开场语篇二

尊敬的乡中心学校领导，雷校长、各位老师：

下午好

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共同探讨教学方法新路子，探究新知。
在此，我谨代表品乐村全体师生对你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
迎，本次活动在乡中心学校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两村领导班
子商议、策划，得以顺利进行，本次教研活动以“抓常规，
练实战，求实效，老中青探讨，提高教学效果”为主题，加
强学科研究，集思广益，提供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的平台，
转变观念，增强意识，强化课堂教学，抓好教学常规，养成
课前准备、课中实效、课后反思。从而不断改进教学方法，
提高教育教学水平。观摩了各位教师的授课，聆听了两位老
教师对班级管理，上好某一学科的方法，使我受益匪浅，今
天我们感悟了许多教学理念，促使我们在今后上好每一堂课，
及对班级的科学管理，使学生养成勤奋刻苦、遵规守纪、团
结拼搏的好习惯。下面：我对本次教研活动提一点建议：我
们教师应该加强业务学习；促进交流，相互沟通，抽一点时
间听听老教师及它校优秀、骨干教师的课，他山之石可以攻
玉，也许能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

最后，希望我们两村在今后课堂教学中加强研究，切实将课
堂教学效果推上新的台阶，祝各位老师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万事如意！

今天的活动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教研开场语篇三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们：

下午好！

《新理念，新课堂》这次罗山联盟数学研讨活动有幸在我校
召开，我谨代表学校对各位老师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由于校门口的道路正在施工建设，道路泥泞、停车麻烦等问
题给大家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也请大家多多包涵。

虞老师的对教材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思考，下面让我们欢迎
塘下三小的老师进行点评。

（补充）

感谢xxx的精彩点评，今天我们每个教师既是教材的研读者，
又是教材的解读者，在听取别人解读的同时，能够提出自己
的教学体会和教学建设，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能够进行认真
的讨论和交流，真正实现了教师之间资源的共享、智慧的共
创。

下面欢迎罗风二小的朱红娟对他执教的三年级《可能性》进
行教材解读。

（补充）

有请塘下四小的老师进行点评。

（补充）

谢谢各位老师真诚而精彩的交流，思如风发，言如泉涌，大
家的交流中投射着一种智慧，一种魅力，大家从不同的侧面



对课进行了分析评价，这对于促进我们的专业成长，解决教
学中发现的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

“课堂教学是一门有遗憾的艺术”，正因为永远有遗憾，我
们才会不断进取，不断成长。我们将在思索中感悟课堂艺术，
在交流中，升华教育思想，在实践中，促进专业成长。再次
感谢2位老师今天为我们奉献了2节精彩的数学课。感谢各位
老师的到来，我们今天研讨活动到此结束。

下午好！非常荣幸能代表我们办公室二年级和三年级的6位数
学老师在这进行发言。今年，我们教研组在校领导的正确部
署下，在全体组员的共同努力、奋斗下，取得了一些小小的
成绩：在赛课方面，由我执教的4节课分别获二等奖、省级一
等奖、市级二等奖、区级一等奖；由陈f老师执教的2节课分
别获省级二等奖和校级一等奖，周zh、聂j、冯hy老师执教的校
级赛课分别获一等奖；刘w老师的1节校级赛课获二等奖。在
论文方面，刘w、陈f和我三位老师的教学设计均刊登在省级刊
物上。

除了这些，本学期我们教研组还承担了三次将教研组的资料
进行收集、整理并汇编成书的任务。

在这我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个学期刚开学，二年级数学组的3
位老师就承担了编写学校《校本教研汇编》一书中“小教研
篇”的任务，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教研组提供了教研组计划、
总结各1篇；电子教案2篇；教研记录4篇，其中包括：集体备
课、研讨赛课、专题讨论、经验交流等形式和内容。

紧接着，在参评区级优秀教研组时，二、三年级的6位数学老
师仅仅在3天时间里，就将参评的附件材料汇编成了一本2百
多页的书；任务最重的一次是在参评市级优秀教研组的时候，
老师们利用星期六、星期天2天时间汇编了7本附件材料，每
本都有近百页。另外还提供了十几本原始材料。



回顾这几次任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时间紧、任务
重。这么大的工作量，老师们之所以能够拿得下来，的一个
原因就是平时善于将组内开展的工作进行及时、详细的记录，
然后进行收集和整理。就拿二年级组提供给学校编写《校本
教研汇编》一书中的文稿来说吧，那8篇文稿都是我们到黄w
老师那借到以前的教研记录本从中选取相关内容然后打入电
脑里的。由于时间紧，所有的文稿几乎都是按照原文打出没
有进行任何加工。如果平时咱们没有将教研时的内容进行及
时、详细的记录，我想在短时间内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
定困难的。

还有，在准备市级优秀教研组材料时，仅仅只有2天的时
间，2天时间6个人要编7本近百页的书，还包括，找资料、打
印、汇编成册、装订，时间是非常紧的。和我们一起参评优
秀教研组的其他学校，他们准备材料的时间比我们要充裕，
有些材料还可以进行加工，可我们的却是实打实的。比如我
们提供的原始材料中，教案本中不仅有详细的后记、反思，
还有课堂实录、改进措施；听课笔记本中每篇听课都有非常
详细的评课记录；教改记录本中有课前分析、课堂实录、课
后记、改进措施；业务笔记中有自学内容、教学反思、会议
记录、听课感、教学随笔等；教研记录本、反思本等等都是
记录的非常的详实。这都离不开老师们平时扎实的日常教学
工作。

上午：

主持人：各位领导，各位老师，上午好！在这瓜果飘香的季
节，我们实小数学教研组围绕着

“学生主动参与探究的有效性”（投影）这一主题进行一次
现场教研活动，欢迎今天到会的老师参与我们的活动，并对
我们的活动进行指导和帮助。上午展示的四节课分别是：六
年级的《鸡兔同笼》喻扬老师执教；五年级的《平行四边形
的面积》陈琼老师执教；二年级的《观察物体》王薇老师执



教；三年级的《可能性》李桃老师执教。

下午：

1、主持人：，各位领导，各位老师，下午好！今天上午四位
老师向大家展示了我校数学教研组九月份围绕“主动参与探
究的有效性”这一主题进行的课堂教学研究，现在先由这四
位老师来说课。

2、主持人：新课程的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新的理
念，新的观点，新的教法频频亮相，教学沐浴着春风，焕发
出新的活力，课堂发生了一些变化，让我们感到欣喜。但看
的多了，听的多了，思索的多了，总想追求一种完美。因此，
我们经常感叹，课越来越不会上了，课也越来越不敢上了。
课究竟怎么上？怎样的课才是有效的、高效的课？这样的讨
论也不少。……智慧在碰撞中更美丽！现在我们进行评课交
流活动。听了早上的课，刚才也听了四位老师的说课，大家
肯定会有很多话要说，希望大家畅所欲言，一点，两点都可
以，随便谈谈！我们也热烈欢迎现场的老师积极主动参与我
们的讨论。

3、主持人：刚才老师们的讨论很热烈，在如何让学生“主动
参与探究的有效性”发表了各自的意见，下面我们请李晓蓉
老师对本次教研组活动进行总结。

4、主持人：下面我代表我们数学教研组来向各位老师汇报课
题计划的制定过程。

5、主持人：课一节一节上，书一本一本读，知识一点点积累，
道理一点点明白。只要我们教师心中有学生，为他们的发展
着想，让课堂少一点模仿，多一份创新；少一点形式，多一
份平实；少一点平庸，多一份智慧；少一点*，多一份人文，
使课堂成为师生向往的学习殿堂。本次的“主动参与探究的
有效性”数学教研活动，通过听课、评课可以让执教老师认



识自己，了解别人，也让我们在自己的实践中，再向别人学
习的过程中审视自己现在的教学。这次活动营造了一个有效、
务实、探索的教研氛围，相信我们的课将会更加精彩。

6、主持人：接下来我来聆听梅老师为我们作精彩活动总结。

7、主持人：今天的活动到此结束！谢谢各位老师的积极、热
情参与。

教研开场语篇四

各位理事、各位老师：

大家好！

我叫__，是来自x市x区的数学老师。我的论文主题是：山区
学校数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__年大学毕业后我便一直在山区学校担任数学教学，对山区
学校的现状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山区学校的教学设施、师资
力量、学生基础、家庭条件、家长素质、社会环境与城市学
校相比较，都存在明显的差距，两者间存在严重的不均衡。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劳动密集型企业需求大量的
劳动力，因而山区农村人员不再束缚在土地上过着“脸朝黄
土背朝天”的日子，他们外出能轻轻松松地找到工作。相反，
很多大学毕业生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职位而待业在家。这让
山区农村不再以“读书跳农门”为目的的很大一部分人误以
为从此“读书无用”，在实用主义思想的驱动下，很多家长
和学生便失去了求学的源动力。通过近些年从家访中了解到，
在山区孩子的家长中，约占三分之一的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
能搞好学习，多学点知识；约三之一的家长对孩子的成长任
其自然；还有三分之一的家长从内心深处就不希望他们的孩



子一心放在学习上，后怕孩子升学对他们带来经济上的压力，
反而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早些外出打工，为自己减轻负担。

山区学校的教学设施和师资力量与城市学校相比较，存在明
显的差距和不均衡。比如，我所在的乡镇，地处山区，地形
复杂，地广人稀。全乡一个年级不足130个学生，因为相互分
隔很远，交通又不方便，除了在乡镇中心开设两个班外，不
得不在另两个地方各开一班。资源不能很好地整合，设施陈
旧落后。我们学校的校舍也是在中国石化的援助下才新建了
一栋教学楼，而教师和学生宿舍还都是在破旧的房子中。也
是在__年搬入新教学楼后才有了唯一的一间多媒体教室，要
用多媒体教室上课时，老师们必须事先调配好，这也严重影
响了现代教育技术的运用。近年来，生源在快速地递减，教
师队伍也就只有让其自然递减，没有增加新生师资力量的机
会，教师队伍严重老龄化。全校三个年级六个班，连同管理
人员在内，共22个教师，30岁以下的只有2人，其余的都在35
岁以上，其中45岁以上的9人，占总数的41%，教师平均年龄
超过43岁。可以说，这样的年龄结构是严重青黄不接的，学
校也因此缺少足够的活力。再者，由于早期山区学校没有电
脑设备，使得很多年龄大一些的教师至今还不能灵活地运用
现代教育技术授课。

山区学校的孩子，很少有机会接触外界的新事物，知识面与
生活条件均不可与城市孩子相提并论。很多学生对火车、高
速公路等许许多多的山外事物缺泛感性认知基础。学生大多
离校远，而学校的住宿条件又只能让很少数的非寄宿不可的
学生在校住宿。有些离校远一些的学生，早上6点钟起床生火
做饭，7点以前上路，冬天时要打着手电筒出门，8点钟赶到
学校时已是正式上课时间。为了孩子们的安全，学校只有压
缩中午休息时间，以便下午早点放学好让他们早点回家。特
别是有些留守孩子，到了十三、四岁的年龄，便要一边学会
自己照顾自己，一边还要替父母照顾好年迈的爷爷奶奶，这
不仅在成长中缺少关爱，也会影响学习。



种种问题的存在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也是城乡教育不均
衡的具体反映。作为一名山区教师，在面对这种状况时，当
然不可以一味地埋怨，而应积极地寻找对策与方法，主动承
担起自身的义务和责任。在山区学校数学教学过程中，我主
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去探索教育教学之路和化解疑难问题，
提高数学教学质量的。

教研开场语篇五

“学生主动参与探究的有效性”（投影）这一主题进行一次
现场教研活动，欢迎今天到会的老师参与我们的活动，并对
我们的活动进行指导和帮助。上午展示的四节课分别是：六
年级的《鸡兔同笼》喻扬老师执教；五年级的《平行四边形
的面积》陈琼老师执教；二年级的《观察物体》王薇老师执
教；三年级的《可能性》李桃老师执教。

1、主持人：，各位领导，各位老师，下午好！今天上午四位
老师向大家展示了我校数学教研组九月份围绕“主动参与探
究的有效性”这一主题进行的课堂教学研究，现在先由这四
位老师来说课。

2、主持人：新课程的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新的理
念，新的观点，新的教法频频亮相，教学沐浴着春风，焕发
出新的活力，课堂发生了一些变化，让我们感到欣喜。但看
的多了，听的多了，思索的多了，总想追求一种完美。因此，
我们经常感叹，课越来越不会上了，课也越来越不敢上了。
课究竟怎么上？怎样的课才是有效的、高效的课？这样的`讨
论也不少。……智慧在碰撞中更美丽！现在我们进行评课交
流活动。听了早上的课，刚才也听了四位老师的说课，大家
肯定会有很多话要说，希望大家畅所欲言，一点，两点都可
以，随便谈谈！我们也热烈欢迎现场的老师积极主动参与我
们的讨论。

3、主持人：刚才老师们的讨论很热烈，在如何让学生“主动



参与探究的有效性”发表了各自的意见，下面我们请李晓蓉
老师对本次教研组活动进行总结。

4、主持人：下面我代表我们数学教研组来向各位老师汇报课
题计划的制定过程。

5、主持人：课一节一节上，书一本一本读，知识一点点积累，
道理一点点明白。只要我们教师心中有学生，为他们的发展
着想，让课堂少一点模仿，多一份创新；少一点形式，多一
份平实；少一点平庸，多一份智慧；少一点*，多一份人文，
使课堂成为师生向往的学习殿堂。本次的“主动参与探究的
有效性”数学教研活动，通过听课、评课可以让执教老师认
识自己，了解别人，也让我们在自己的实践中，再向别人学
习的过程中审视自己现在的教学。这次活动营造了一个有效、
务实、探索的教研氛围，相信我们的课将会更加精彩。

6、主持人：接下来我来聆听梅老师为我们作精彩活动总结。

7、主持人：今天的活动到此结束！谢谢各位老师的积极、热
情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