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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展台
20年来，杭州市余杭区教育局着力突破“要我做”到“我要做”的教师发展难点，全域推进校本研修SCTT样式，大力激发教师发展源动力和内生力，

构建起“实践—反思”取向的区域校本研修新样态，真正解决了研修资源不均衡、研修力量分散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教育共富。

从“学术报告厅”转向“教育现场”
——杭州市余杭区校本研修SCTT样式20年探索

□杭州市余杭区教育局局长 徐伟龙

全面加强“三支队伍”建设，培育和发

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教育。高质量教育

体系建设需要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

伍。20年来，杭州市余杭区始终密切关注

课改中的“教师”元素，坚持将校本研修作

为学校发展的重中之重，树立“人才是第一

资源”理念，加大资金投入，着力突破“要我

做”到“我要做”的教师发展难点，全域推进

校本研修SCTT样式，大力激发教师发展

源动力和内生力，构建起“实践—反思”取

向的区域校本研修新样态。

创新机制：建立研修支持网络
提供多样化研修内容和形式，满足教

师个性化研修需求，是校本研修落地生根

的前提。余杭区全域统筹，制定区域校本

研修行动纲领。基于个体视角组建同伴研

修队伍，基于群体视角组建建制组和非建

制组队伍，基于学校整体视角组建校级研

修队伍，三支研修队伍的交叉融合、多维互

动，盘活了区域研修资源，打通学科、学段、

学校之间的通道。实行“校—片—区”三级

研修联动机制，积极培育研修主持人核心

团队，从“校”上落实、完善研修常规，从

“片”上聚焦、突破研修难点，从“区”上沉

淀、推广优秀研修经验，为教师专业成长建

立互通共享、多元联动、点面协同的校本研

修支持系统。

优化路径：唤醒教师研修源动力
认知行为理论认为，人的认识是外界

刺激和认知主体内部心理过程相互作用的

结果。因此，着眼教师专业实践中的痛点、

痒点、堵点设计研修项目，倡导实践的、情

境化的经验积累与反思，是推动教师专业

发展的关键一环。余杭区制定“一校五常

规，一校一特色”校本研修策略，学校有序

开展“专业阅读、集体备课、公开课展示、听

课评课、文本表达”五大常规研修活动，将

培训、教研与科研贯通，同时基于常规培育

研修特色，催生了学思案、主题海报、教育

日志、项目式教学等本土化个性化主题研

修项目，引领教师从“教书匠”向“反思性实

践家”转型。

余杭区坚持构建“实践—反思”取向校

本研修格局，拓展“引领型、自我型、常规

型、合作型、平台型和研究型”六大类研修

形式，形成“问题、需求聚焦—研修设计—

行动落实—反思总结”四步循环研修路径，

使校本研修由“报告厅”转向“教育现场”，

在教学改革中培育学校自我诊断、自我创

造和自我适应能力，实现教师进阶式个性

化培养。

强化保障：制定研修管理策略
校本研修功在不舍、重在坚持、利在千

秋。如何推动研修稳步向前？余杭区重点

做好校本研修目标、过程、评价管理工作。

以各校“校本研修三年规划”“学年项目计

划书”为载体落实目标管理，定期举行“研

修开放日”活动，开展“推门研修”，深化过

程管理，坚持发展性评价原则，引入表现性

评价技术，注重小数值评价、分散评价，优

化评价管理。

余杭区立足教师发展需求，统筹资源

调配，加大资金投入，建立校片区协同的研

修生态，实现了校本研修从“学术报告厅”

到“教育现场”，从“单打独斗”到“协同发

展”、从“要我做”到“我要做”的三大转型，

全面优化了区域校本研修生态圈。

余杭区的校本研修实践探索历经20

年，形成了系列成果，从理论和实践层面

丰富了浙江校本研修样式。余杭区曾多

次在全国范围开展校本研修经验分享，

辐射带动了全国各地区域校本研修改

革。全国中小学教师校本培训中心原主

任潘海燕盛赞“校本培训在中国，探索行

动在湖北，成功经验在浙江，浙江模式在

杭州，典型案例在余杭”。近年《区域校本

研修SCTT样式的实践研究》立项为浙江

省教师教育重点规划课题，并获省优秀成

果一等奖；2023 年《校本研修 SCTT 样

式：从“学术报告厅”转向“教育现场”》一

书出版，校本研修SCTT样式的影响进一

步扩大。

□杭州市余杭区教育发展研究学院院长
徐志平

基于全面重建区域校本研修管理和

指导的背景，聚焦忽视教师需求、名为项

目实为“拼盘”的项目制研修等问题，杭州

市余杭区设计“打造余杭校本研修SCTT

样式的行动纲领”，努力寻求一种区域校

本研修的普适性框架。S、C、T、T分别是

“实践”“常规”“特色”“团队”这4个词语汉

语拼音的首字母，是基于中小学实践（S）

情境，通过组织常规（C）活动和特色（T）

培育，以求建设和发展学校成为“学习共

同体”（T）的校本研修框架样式。

余杭校本研修SCTT样式建立了规

范、简约的管理流程，即以“三年规划”制

定为始，历经学年“项目计划书”的制定审

核、组织实施、中间监测和项目评估等环

节，构建了校本研修123456的运行机制，

即1个取向（实践—反思）、2大领域（常

规、特色两大研修）、3个层级（校级、建制

组、非建制组）、4步循环（研修项目或活动

的基本过程）、5项常规（专业阅读、集体备

课、公开课展示、听课评课、文本表达）、6

大类型（研修形式的备择），进一步凸显了

“实践—反思”的研修导向理念。

SCTT样式聚焦“教育现场”和“研修

共同体”两个关键元素，优化研修环境，

建设多类型研修队伍，扎根于教师的日

常专业生活和教育实践场，不断满足教

师专业成长需求。

孵化环境：
从“学术报告厅”转向“教育现场”
“教师研修不能脱离自身的实践，不

能脱离教育体验的反思，不能脱离教育

理论的把握”，教师的成长离不开“教育

现场”，教育的本质是一种实践。SCTT

样式中的“S”(实践情境)、末尾的“T”（团

队建设）指向研修取向维度，主张从“学

术报告厅”转向“教育现场”，中间的“C”

（常规活动）、“T”（特色培育）指向专业实

践维度，主张让研修发生于实践之中，在

常规的教学优化中发展研修特色。

余杭区精心设计、积极推行“研修开

放日”，开拓了一种新型的基于教师视角

的“有用”的区域研修路径。近3年余杭

区开设了近百场研修开放日活动，有50

多所中小学、幼儿园卷入其中，教师们走

进课堂现场、科研现场、集备现场、改课

现场发现问题，通过头脑风暴、质疑碰

撞、专家问诊、思维导图等方式解决问

题。全方位多主体开放式的研修让教学

与科研实现“双向奔赴”，使教师的教学、

科研能力实现螺旋式提升，引学校深入

探索特色化发展路径。

孵化载体：
打造学校与教师成长的学习共同体
学习共同体不是一种自然的安排，

教师在同一个办公室或学校工作未必构

成共同体，它的形成需要成员基于实践

活动的智慧创造和持续发展。研修共同

体的“共”在哪里，又“同”在哪里？“共”体

现在保持共同的价值观，SCTT研修模式

的目的是促进教师教育理念的转变，更

提倡教师将先进理念迁移运用到教育教

学中；“同”即注重共同体的实践，这种实

践是超越于个人经验的理性的、反思的、

迭代的实践。

余杭区积极探索“建制组”和“非建

制组”双核心学习共同体构建模式。首

先，各校积极发掘教研组（备课组）、年级

组和各中层职能部门等传统建制组织的

研修潜能，通过讲座、论坛、圆桌会、青蓝

结对等形式，加强校内各层级学习共同

体的建设；其次，基于区域协调开发课题

组、俱乐部、工作室、联盟体等非建制组

织，通过跨学校、跨学段、跨学科的协同

研修，形成了良渚片共同体、“余杭—临

安”苕溪片共同体、中职语文北斗共同体

等校本研修载体，真正解决了研修资源

不均衡、研修力量分散的问题，一定程度

上实现了教育共富。

□杭州市余杭区教育发展研究学院
翁逸蓉

学校作为校本研修发生的场所，理应立足

教师的实践情境（S），不断改进教师专业活动

的常规（C），培育符合学校与教师长远发展的

研修特色（T），创设基于合作的学习共同体

（T）。合作是教师专业素养的重要内容。杭

州市余杭区内各学校充分发挥教研组（备课

组）、年级组和各中层职能部门等传统建制组

织的研修潜能，开发课题组、俱乐部、工作室、

沙龙活动等非建制组织，丰富校本研修的形式

与途径，倡导基于教师实践、困惑和需求的多

类型研修项目，倡导具有实践性的、情境化的

经验积累与反思，不断改进教师的教育教学行

为，实现教师高质量专业化发展。

开拓研修方式新样态
校本研修方式的选择决定着教师研修的成

效。SCTT校本研修样式有着开放、包容的框

架，不同的学校可以依据自身发展需求设定不同

类型的研修方式，并围绕“常规研修”与“特色研

修”两大要素，不断提升学校教师研修能力的实

操性，发挥教研组集体备课的实效性，体现说课、

磨课和评课的重要性。余杭区仓前云溪幼儿园

开展“三式”研修项目，包括浸润式专业阅读——

推荐好书和阅读分享，卷入式磨课赛课——以赛

促教和以教促研，引领式互动交流——专家讲座

和学区展示，常态化推进教师专业能力的提升。

余杭区闲林和睦小学打造“基于团队力量的常规

教学”研修项目，打造“按需分层、按层施训、按训

排类、按类评价”的教师分层分类培育策略，通过

构建“新锐营”“精锐营”和“名师营”等不同层级

的研修团队，开展特色化、创新化的梯队式研修

模式，做到校本研修全员参与、分层实施。

追求常规活动高品质
校本研修旨在为教师专业学习创设良好的

环境，它不能脱离教师日常专业活动，尤其是课

程与教学方面的常规活动。区内各学校围绕专

业阅读、集体备课、公开课展示、听课评课、专业

文本五大常规开展活动，将教育教学的反思、优

化与校本研修深度融合，以此推动教师基于实

践情境的专业发展。余杭区未来科技城海创小

学聚焦“团建式阅读，助力课堂观察”展开专业

阅读活动，让教师学习课堂观察理念，掌握课堂

观察方法，逐步提升教师课堂观察能力。余杭

区良渚古墩路小学围绕“四次备课，协作生长”

集体备课深入开展研修，借助专业合作，通过

“一备理念教研教材、二研学法优作业、三明学

情调个案、四撰反思优教案”，切实提升教师教

学设计和实施能力。

探寻特色培育新举措
校本特色培育研修，是学校教师专业学习

的“升级版”，具有良好的自我诊断、良好的自我

创造、良好的自我适应等特征，也是校本研修走

向学习共同体的必然选择。区内各学校在建

立、关注和改进教师日常专业活动的基础上，积

极引入“特色培育”校本研修模式，发展并完善

符合学校和教师发展的研修特色，并将其沉淀

为学校日常专业活动的“常规”，促进学校校本

研修的个性化、专业化发展。余杭区仓前云帆

幼儿园聚焦“‘九十九种想象’课程开发和实施”

培育特色研修样式，鼓励教师学习地域资源调

查、SWOT分析、课程理论、儿童心理学、马赛

克方法，并在专家引领、教学展示等活动中体悟

研究思维，提高教学技能和观察解读能力。杭

州市瓶窑中学围绕“校际联盟：助力联盟学校共

生长”培育特色研修样式，坚持“优势互补、长期

合作、共同提高、联动发展”的原则，发挥各联盟

学校的特色和优势，整合校本研修资源，积极推

进跨校教研及教学交流活动，切实提高学校教

育教学质量。

实践表明，SCTT样式从教师学习的内容、

方式和影响因素出发，基于中小学幼儿园实践

情境的定位，通过常规活动的组织和特色研修

的培育，推动学校学习共同体的建设和发展，开

拓了可行且有效的教师专业成长路径。

SCTT样式有效推动了学校特色建设和教

师科研能力提升，近3年区域内共有69项相关

课题在省市立项，仓前中学《以学思案为载体，

提升教师教学设计能力》获评2022年浙江省中

小学校本研修百项精品项目，良渚古墩路小学、

瓶窑镇第一幼儿园、绿城育华亲亲学校、大禹小

学等多所学校相关项目获评杭州市中小学、幼

儿园校本研修精品项目。

校本研修，关键在变“要我做”为“我要做”

从“培训”走向“研修”，SCTT样式成就教师未来

扎实推进SCTT样式，打造教师成长孵化器

责任编辑：赵博雅 版面设计：苇 渡

电话：0571-87778177

E-mail：zjjybkzs@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