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州市职业教育 

张广敬物流工作室规章制度汇编 

一、会议制度   

1.每学年召开一次工作室计划会议，讨论本学年工作室计划，确

定工作室成员的阶段工作目标、工作室的教育科研课题及公开课专题

讲座内容。 

2.每学年召开一次“工作室”总结会议，以研讨活动的形式进行，

安排本学年需展示的成果内容，分享成功的经验、探讨存在的问题。 

3.根据工作室计划，每月召开一次工作例会，由成员轮流主持，

布置日常工作，交流读书心得，探讨解决实践过程中的难点。   

二、档案管理制度   

1.建立工作室档案制度，并由工作室成员相互监管。   

2.工作室成员的计划、总结、听课、评课记录、公开课、展示课、

教案等材料及时收集、归档、存档，为个人的成长和工作室的发展提

供依据。   

三、工作室成员考核办法 

（一）考核目标 

1.明确目标：每位成员要明确个人发展目标或个人特长发展目标，

把总目标细化为三年阶段目标和具体教学科研目标。每年度初认真制

订专业发展目标计划，年终组织成果交流与评比。 

2.不断学习提升：每位成员系统做好理论学习，撰写读书笔记，

每学期读书笔记不少于 1 万字（有条件的可备电子稿），并择选优秀

文章上传名师工作室网站及个人博客上相互分享交流； 

3.率先示范辐射：每位成员至少每学期开设一节校级以上公开课

或专题讲座。 

4.积极投身科研：每位成员以《高中数学课堂有效教学的策略研

究》为主要任务，积极开展课题研究，撰写论文，开发校本课程资源、

辅导学生从事研究性学习活动，定期上传研究成果、阶段纪实、过程

报告、阶段总结等到名师工作室网站，确保每人每年发表市级以上刊

物文章不少于 1 篇。 

5.实现资源共享：工作室成员要善于反思、学习、挖掘，及时总

结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得与失，及时撰写学习过程中的感与受，及时分

享教育前沿知识等等，定期上传文章。 



6.注重资料积累：每位成员加强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师生的资料积

累，确保研究过程真实、可信。包括读书笔记、听课笔记、课堂教学

评价表、课堂实录（影音）、问卷调查、学生活动资料、课程开发资

料、发表论文，研究课、示范课教案、讲座稿等。 

（二）考核办法 

考核工作分为阶段考核与年终考核两个阶段，人员实行动态管理，

考核结果分为合格、不合格两类。 

1.阶段考核 

（1）阶段考核成绩合格者，进入下一轮考核 

（2）阶段考核不合格者，补全缺项任务，进入下一轮考核，并

上报学校主管部门备案。 

2.年终考核 

（1）名师工作室开展教科研活动，由学校颁发奖励证书。 

（2）年终考核不合格者，调出工作室，主持人在工作室通报，

并上报学校备案。 

（三）考核标准 

经学校主管部门及领衔人考核认定。 

1.考核合格。能够主动及时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并在教研活动、

科研课题、业务进修等方面成绩突出的，区域带动、网站、博客辐射

影响面较广的，认定为合格。 

2.考核不合格。不能及时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四、工作室学习制度 

1.按时学习。工作室成员平时学习以自学为主，同时要根据研究

方向，确定主题，每周至少集中学习一次，并利用工作平台交流学习

心得。主动上传学习反思与感悟。 

2.按需学习。工作室成员在每学期自我发展计划中明确学习内容、

学习目标，按需有选择性地进行学习。 

3.系统学习：每位成员每学期必须深入研读一本以上由工作室领

衔人推荐的专著，学习有重要启发意义的研究论文不少于 2 篇，利用

网络或会议的机会充分交流、灵活陈述自己的学习体会，表明自己的

观点。 

五、名师工作室的活动制度： 

    1.每学期举行一次个人精品课展示。 

2.每学期举行一次读书交流活动。 



3.每学期举行一次课例研讨活动 

4.每学期举行一次心得感悟活动。 

5.每人每学期承担一次校级范围内以上的专题讲座。 

六、工作室教育科研制度 

1.每人要有自己的小课题，并能按时完成课题的开题，结题报告。 

2.每周五下午积极参加工作室论坛，并有自己的主题。 

3.每学期至少读一部教育名著、写 10000 字的读书笔记，有两篇

有价值的教育教学或者班级论文。 

4.每学期每位成员提交 1 份教学设计、一份特色案例、一份教学

论文。 

5.每学年每位成员开设 1 次示范课（或专题讲座），至少听课 20

节，参加评课活动 8 次以上。 

6.积极参加市级以上教学研讨和学术交流活动，并在活动中有积

极表现。 

7.每学年组织 1 次培养对象在本单位或本地区开展汇报课展示

活动。 

8.定期在工作室网站或博客上介绍工作室情况，发表教学业务指

导文章等。 

9.每学年每位成员至少撰写 1 篇专业论文；1 篇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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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室成员考核细则 

  

根据以下细则每年对名师工作室成员进行考核，考核为优秀（80

及以上）、合格（60 至 80 分）、不合格（60 分以下），年度考核

不合格者取消工作室成员资格，同时可按有关程序吸收符合条件、

有发展潜力的新成员进入工作室。 

一、日常工作（20 分） 

1.计划、总结（5 分） 

个人要有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各 5 分） 

2.指导、交流（15 分） 

要积极参加工作室的各项活动；（5 分） 

成员之间实行双向互助共享等活动；（5 分） 

指导青年教师（5 分）。 

二、活动展示（20 分） 

要积极参与工作室举办的主题展示活动；（10 分） 

要积极承担工作室举行的教研展示活动；（5 分） 

要积极承担工作室举行的专题讲座。（5 分）。 

三、名师在线（20 分） 

依托校园网，建立网上名师工作室专栏，工作室成员要积极开展

在线互动研讨交流。（7 分） 

工作室成员每月至少上稿 1 篇。（5 分） 

成员拟定并开展的专题项目具有推广影响。（8 分） 

四、教学研究成果（20 分） 

工作室成员要积极承担、参与本工作室的教育教学研究课题；

（7 分） 

扎实开展课题研究，有课题研究过程性资料和经验总结材料；

（7 分） 

工作室成员定期发表论文（每年至少一篇省级及以上）、参编教

材；（6 分） 

五、成员发展（20 分） 



本年度，工作室成员在教育、教学、科研等方面取得国家、省、

市、县级奖励，每项分别加 5、3、2、1 分。加分不超过 20 分。 

  

徐州市职业教育张广敬工作室 

2018 年 1 月 

 
  



2019 年度物流工作室成员考核统计表 

序号 姓名 自评 综合得分 

1 张广敬 88 90 

2 郑海涛 85 86 

3 任  倩 92 90 

4 张梦瑶 85 86 

5 杨永靖 90 88 

6 张先腾 88 82 

7 纵  闫 84 80 

8 任璐琪 93 85 

9 蓝敦虎 85 86 

10 刘翠萍 83 88 

 

  



创新工作室工作机制，激活工作室内生动力 

（2019 年度） 

   激活物流工作室内生动力，前提是激发工作室广大成员的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归根结底是要做好“人”的动员工作。总体来

讲，需要创新工作机制，建立学校领导下的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

享”的工作室治理格局。下面就将我们如何激发工作室内生动力做一

个将要总结： 

  ——建立鼓励成员全程参与的工作机制，激活其主动参与的主

体意识。只有付出了努力、进行了深度参与，广大成员才能将工作

室建设与自身的发展紧紧结合，内化为自身的事业，把自己当成工

作室建设的主角，而不是认为仅是学校和领衔人的工作，甚至自己

是在帮助学校和领衔人完成任务。有效的参与应当是全过程的：包

括规划的制定，工作室各项制度的制定就应当将广大成员纳入，通

过鼓励和吸纳他们积极参与，与之共同梳理现实需求和工作室发展

存在的问题，共同制定方案、链接资源，共同行动、完成目标，共

同管理和维护后期成果。 

  ——以工作室骨干分子为抓手，孵化培育工作室“自组织”。这

些组织以生计发展、兴趣爱好、志愿服务等共有话题为起点，通过

自下而上的方式组织起来，最终形成一个个有归属感、信任感和凝

力的共同体。在工作室治理中，在学校的领导下，领衔人应当抓住

骨干分子这类“关键人物”，孵化培育和利用好 “自组织”，完成领衔

人“不该做”“不便做”或“做不好”的工作，尤其在涉及利益调解等复杂

事务处理方面。 

  ——积极借助多元社会力量，为激活工作室内生动力提供多种

方案。首先，可以通过校企融合、合作等方式，解决双方互为需求

的一些矛盾为突破点，既满足成员专业发展，也为企业解决一些困

难，创新社会化服务的方式和方法。其次，可以引入专业社会服务

机构，承接工作室成员部分专业性服务，如数据收集、整理分析

等，减轻成员部分压力，促进工作室更好地良性发展 



  ——建立包含激发工作室内生动力的专业评估机制。工作室成

员是否具有参与的主体意识、工作室是否有发展的内生动力，是徐

州市职业教育名师工作室是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通过以评促

建，推动参与各方不断提升激发工作室内生动力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