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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近年来，南京市高

淳区以教师队伍发展为 重点，以“教师 业务

档案”建设为依托，努力探索“基于事实、数

据”的教师发展评价机制，取 得了初步的 效

果。

2012 年 2 月，教育部颁发《中学教师专

业 标 准 （试 行）》《小 学 教 师 专 业 标 准 （试

行）》，强调 构建教师专 业标准体系、建设高

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是推进教育改革、提升

教育质量的重中之重。 而在绩效工资的背景

下，部分教师专业发展的 内驱力弱化，降低

了对自身专业发展的追求。 另外，不少学校

过于关注教学结果特别是考试成绩，缺乏科

学、量化的教师评价机制。 为真实记录教师

专业成长的过程，建立、健全基于事实、数据

的教师专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科学的过程

性教学质量监控 体系， 激活教 师的责任意

识，高淳区教育局出台了高教〔2012〕120 号

《关于建立全县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档案的

实施意见》， 全面启动了高淳区教师专业发

展档案平台建设工程。

一、打造科学系统的教师业务档案管理

平台

（一）高淳区教师业务档案基本架构

高淳区中小 学教 师 业 务 档 案 涵 盖 了 全

区中小学所有在编在职教师，为每位教师建

立了个人业务档案。 一份完整的个人业务档

案由基本情况、教学工作 业绩、专业发 展和

继续教育情况四部分构成。

教师个人基本情况。 主要记载教师各类

自 然 信 息，包 括 教 师 的 姓 名、性 别、出 生 年

月、工作时间、职称、学术称号、学历及专业、

曾获得的主要荣誉和联系方式。

教学工作业绩。 主要由四部分构成，担

任班主任情况、工作量、教 学质量以 及质量

推进情况。

专业发展。 主要记录教师专业发展所取

得的成果，包括课题研究、论文论著、叙事案

例撰写（发表），业务竞赛获奖，公开课、讲座

以及课程开发与实施等方面。

继续教育。 主要记录教师每学年参加的

各级各类培训的情况。

（二）“教师业务档案” 管理体系的建立

及完善

2012 年 7 月，我区正式启动了教师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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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尤其注重对生成性的教学新问题进行预设，关

注动态生成也是课相修炼。
课感的最低层次是比较恰当地处理超出教学

预设的教学生成。 但在这一教学实践中，师生的对

话只是实现认知的途径，对话的本质应当是促使学

生认知提升、引领学生认知发展。所以，当课相修炼

能够长时间地延展学生之间对话和与文本对话的

层次后，这种课相修炼就走向了课感沉淀。

第二，坚守“思辨”特质，张扬个性的教学创

造。 课相修炼的内容重点往往是课堂教学的难点

和教师备课的盲点， 课相修炼的技术重点往往体

现在辩证地看待教学内容的重难点、 思辨剖析教

学盲点上。 辩证思维是中学思想品德学科重要的

学科思维， 教师在进行课相修炼时如果能够辩证

地看待教学内容和自身的教学建构， 往往是教师

专业发展的重要契机。

课感的中间层次是能够进行比较恰当的教学

解读和教学建构。 从如上的分析中不难看出，当教

师在课相修炼的过程中能够具有思辨思维， 能够

辩证地看待教学内容、教学方式、预设与生成等等

之后， 教师的教学创造往往会聚向个性化的教学

解读和教学建构。 当这种解读能力和建构能力越

来越强时， 教师的课相修炼就走向了比较高层次

的课感沉淀。

第三，引导“思想”发展，实现思维的多重对

话。 思想性是中学思想品德学科的课程性质之一，

注重正确价值观念的引导则是中学思想品德学科

的课程任务之一。 课相修炼主要是在微观上注重

和引导学生与文本对话、与生活已有经验对话，以

及与主流价值观念对话， 通过具体的课例细节来

引导学生的主流价值观念的建构。

课感的最高层次是能够进行比较恰当的思维

建构。 从如上的分析中不难看出，当课相修炼矫正

了大量微观的不恰当的课堂教学价值引领后，课堂

教学的价值引领将更加科学务实。 尤为重要的是，

当进行大量的课相修炼后，教师对课堂教学的思想

性将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从而为学生思维的发展奠

定了坚实根基。

综上所述， 课相修炼是通向课感沉淀的重要

的技术通道， 课感沉淀也为课相修炼提供了更高

层次的思想关照， 当课相修炼和课感沉淀相互融

合时， 教师职业的专业化水平将进入更高层次的

发展阶段。

（杨 健 ， 南 京 市 鼓 楼 区 教 师 发 展 中 心

210009； 朱张虎，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仙林分

校，21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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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教师业务档案建设
探索教师发展评价机制

张桂生 陆 璐

档案系统建设；同年 8 月，完成了全区中小学在

职在编教师个人基本情况统计，建立了 “一对

一”教师档案库框架；年底完成了 2006-2011 年

教学实绩、 教科研成果及继续教育情况的统计，

建立了初始档案。

目前，我区教师业务档案建设与管理已经制

度化、规范化。 学校成立教师业务档案建设领导

小组和业务档案评审工作小组，每学年初将上学

年教师业务档案整理汇总，并将《记载表》纸质及

电子档案上报区教师发展中心审核入档，报区教

育局人教科存档。

二、丰富业务档案内容，探索教师评价路径

（一）面向全体，探索教师教学态度、教学水

平、教学效果评价路径

1.建立并逐步完善义务教育质量监控和评价

体系

经过四年的摸索，我区逐步建立了以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学业质量评价为基础的教 学质量监

控体系，并将教师业务档案中的“教学实绩”记录

与教学质量监控记录挂钩。

2011 年，区教育局出台了高教〔2011〕122 号

《关于建立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业质量监控体系

的实施意见》， 四年来为建立健全以质量为本的

教学评价与研究机制进行了大量的指导工作。 在

建立全面的校本质量监控体系的基础上，由区教

师发展中心牵头，建立了全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学业水平数据常模和教学质量监控数据库，进而

完善了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学质量考核和反

馈机制。

2014 年，区教育局本着“分类推进”的原则，

建构了更加科学、全面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业

水平数据库， 把学生学业水平按比例划分为 A、
B、C、D、E 五等，并按等赋分，计算标准分与均量

值，采用了“三率一均分”与均量值并举的科学评

价方式。

2015 年 7 月，区教育局又开始筹建中小学班

级质量档案，以班级为单位，记录全区中小学各

班级、各学科学生学业水平变化情况，为教师的

教育教学质量评价提供数据支持。

2.建立教师教学基本能力考核和评价机制

教学基本能力是教师的立身之本。 2010 年，

区教育局出台了高教（2010）125 号《高淳县义务

教 育 阶 段 教 师 学 科 教 学 能 力 提 升 工 程 实 施 方

案》，决定利用三年时间，分批对义务教育阶段所

有专任教师进行教学能力的培训与考核（竞赛）。

主要竞赛项目有备课、说课、解题、命题、案例分

析等等。

区教育局先后下发了《关于举行教师教学基

本能力测试的通知》《关于举行 2014 年高淳区中

小学教师教学基本能力竞赛的通知》 等文件，于

2012 年 3 月和 2014 年 7 月两次组织开展了全区

教师基本能力竞赛活动， 男 55 周岁以下、 女 50
周岁以下的全体专任教师全部参与了竞赛。

区教育局按 照竞赛成绩， 分别评出了 团体

（学校）及个人一、二、三等奖，教学基本能力竞赛

成绩计入教师业务档案，与岗位竞聘、职称评聘、

评优评先、绩效考核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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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学基本能力竞赛的常态化，有效地引

导着学校关注本校教师的专业发展，在全区教师

队伍中营造了全员学习、全员参与、全员提高的

良好氛围，较好地落实了“以赛促学、以赛促研、

以赛促训”的目标追求。

3.建立教学事故处理机制，探索教师教学行

为评价机制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2014 年 6 月，区教育局

下发了高教〔2014〕104 号《关于印发〈高淳区中小

学教学事故处理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对中

小学教学事故类型与级别界定、责任追究、申述

与仲裁流程等做了明确的规定，为学校评价教师

教育教学行为提供了又一政策支持，确保牢牢守

住教学工作要求的底线。

（二）多样分层，建构针对性教师评价体系

1.构建完整的骨干教师成长序列

2014 年， 区教育局下发了高教 〔2014〕89 号

《关于开展高淳区第一届“教坛新秀”评选活动的

通知》，在职初教师中开展“教坛新秀”评比。目前，

我区已经形成了包含教坛新秀、优秀青年教师、学

科带头人、 特级教师等涵盖教师专业发展所有层

次的教师专业发展序列， 建立了学科后备人才培

养库， 通过业务档案记录和评价骨干教师专业发

展情况，促使其沿着专业成长序列不断提升。

2.探索骨干教师专业发展考核机制

2005 年以来，区教育局坚持推行“人才强教

工程”，对农村学校区优秀青年教师以上的、城区

学校市优秀青年教师以上的教师进行学年度考

核，考核情况记入业务档案，并给予一定的奖励。

2014 年，建立了区教育系统拔尖人才专项基金并

下发了高教〔2014〕152 号《高淳区教育系统拔尖

人才专项基金管理办法》，进一步建立、健全了骨

干教师专业发展与示范带头作用的评价激励机

制。

3.建立职初教师专业成长考核评价机制

针对教师在不同发展阶 段中面临的 发展目

标和任务的差异性，结合市教育局对职初教师的

专业成长考核，区教育局设计了高淳区职初教师

专业成长考评框架，要求各校建立校级职初教师

业务档案袋， 以评价促进职初教师专业成长，业

务档案建设情况纳入办学水平评估和教师继续

教育考核。

三、实施教师业务档案建设项目带来的积极

变化与思考

（一） 实施教师业务档案建设项目带来的积

极变化

教师业务档案建设项目的实施与不断推进，

为我区教师队伍带来了可喜的变化，取得了较好

的社会效益。

1. 对中小学教师基本数据的搜集与整理，明

晰了全区各级、各校师资队伍的现状，为研究制

定合乎实际的区、校师资队伍建设规划、措施提

供了翔实的数据支持。

2.对教师教学业绩、专业发展成果的记录，为

教师考核晋升、培养选拔等提供了真实的原始材

料、数据和量化尺度，推动了全区教师管理与评

价制度的改革。

3.激发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

推动了教师间的合理竞争，促使部分教师特别是

青年教师进一步重视自身专业发展，为全区教学

质量的提升提供了动力。

（二）实施教师业务档案建设项目的实践思考

1.进一步完善以校为本的教师个人成长档案

袋建设，并积极发挥档案袋的学习功能、管理功

能和评价功能

目前，我区教师业务档案已经初具规模并开

始在区级层面发挥其评价引领作用。 但在实践的

过程中我们发现，教师业务档案呈现的是教师专

业发展的最终结果，难以管理和评价教师专业发

展的过程。 要更有力地推动教师专业水平的提

升，必须进一步建设具有针对性的校本教师专业

成长档案袋和评价考核体系，根据教师所处的专

业发展阶段，明确专业发展目标任务，量化考核

指标，建立教师专业成长档案袋，进行过程性评

价和考核，努力达成“基于专业标准，注重专业积

累”的目标追求。

2.确立教师业务档案的“评价权威”地位，优

化教师专业发展、岗位聘任、评优晋级的运行机

制

要 充 分 发 挥“业 务 档 案”的 作 用，就 必 须 将

教师业务档案与教师的评职评优、 岗位聘任等

密切挂钩，确立其“评价权威”地位。 近年来，区

教育局已经开始尝试将业务档案作为区级评优

评先、骨干教师优岗考核的重要依据，取得了一

定的实践经验。 今后，我们将不断探索“业务档

案”的 应 用 途 径，充 分 发 挥 其 评 价 功 能，不 断 优

化教师专业发展、岗位聘任、评优晋级的运行机

制。

（张桂生、 陆璐， 南京市高淳区教师发展中

心，211300）
责任编辑：宣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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