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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学年述职报告 

杭州市文理小学副校长  华亚妮 

2024 年 6 月 

 

岁月缱绻，葳蕤生香。2023 学年，我们全体文理人继续

秉持“让学校成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乐园”的办学初心，齐

心协力，踏实敬业，力争上游。本学年，按照两校区“一体双

翼”的协同发展机制，我继续分管两校区的教学、教务、招聘

等工作，同时还担任文理校区的负责人。学校每一项工作的完

成，每一份成绩的取得，都倾注着全体文理人的心血和智慧，

作为其中的一员，我努力履行副校长岗位职责，为全面提升办

学品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现就一学

年来所做的工作加以梳理、盘点和反思，在梳理中发现不足，

在盘点中找出差距，在反思中谋求新的增长点。 

一、讲党性，守纪律，在致知力行中做好表率 

纪律是党的生命线。作为一名有二十二年党龄的党员，我

深知讲党性、守纪律是每一位党员要修行的共同课题，坚持纪

律面前人人平等、执行纪律没有例外。一年来，我注重知识的

更新和交流，认真参加党员固定日学习活动，坚持实事求是，

准确运用“四种形态”，严格执行“六个严禁”，努力践行“打

铁还需自身硬”的教诲。作为党支部纪律委员，我组织全体教

师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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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学习中共中央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进一

步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作为一名校级干部，我能自觉遵守

党风廉政建设“一岗双责”要求，以身作则，坚持实干，注重

实效，在工作中识大体、顾大局，说到就要做到，做错就要担

责。本着对自己所承担的职务负责，对学校发展负责，对家庭

幸福美满负责，踏踏实实干事，认认真真履职，坚持以正聚人，

弘扬正气，努力做“心中有党、心中有人、心中有责”的表率。 

二、勤履职，聚合力，在管理创新中谋求发展 

行则将至,做则必成。这些年，学校的办学水平、美誉度

和质量持续提升，这正是文理人不断进取，不断创新的体现。 

1.立足实际，创新学教评方式 

作为西湖区语文综合评价改革基地校，我们在语文教研员

的引领下，着重开展表现性评价研究，对口语交际、非纸笔测

评、学生日常学习表现、单元命题、游戏化复习方式等开展研

究。学校承办了语文中段、高段教研活动和教研组长培训班共

四次区级语文研讨活动，由文理教师向全区语文教师展示学校

语文评价改革成果。此外，我们还在区低段语文教研活动中展

示了学校游戏化复习的做法，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此外，作

为浙江省大数据精准教学实验校，各学科通过“AI 课堂教学

行为分析”平台和纸笔课堂系统，以课堂教学行为和精准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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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为着眼点，以课例研究为载体，以课堂教学问题为导向，

在数据分析的精准循证下，对课堂教学行为进行有效的切片式

诊断和挖掘，及时跟进并调整教学过程，再次精准地实施课堂。 

2.研训一体，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教师的专业成长与学生的成长、学校的发展密不可分。文

理教师富有活力、好学进取，学校通过“同伴研学共同体、师

徒研学成长团、名师引领工作室”三个共同体，通过“城北八

校联盟、新优质学校联盟、科研师训联盟”三个区级联盟，通

过“区教研活动和校教研活动”两级研修，通过“全员随堂听

课和青年教师评优课”两层课堂活动，点面结合，全员覆盖，

坚持用团队力量驱动和助力教师走向专业成长。 

文理教师在各级层面斩获颇丰。本学年，学校承办了杭州

市教科研学术节活动，承办了语文、数学、音乐、美术、科学、

道法、科研、师训等区级教学研讨活动 15 场，各科专家进校

指导，给予了文理师生大量的锻炼机会，提升了自信心和表现

力。本学年，文理教师执教区及以上公开课、观点报告 80 余

人次，区级及以上教学基本功获奖 50 余人次，科学组教师获

得区优质课一等奖，音乐组教师获得区基本功一等奖，道法获

得区团队赛一等奖，语文组教师在全国诗词课堂大赛中获二等

奖……本学期，学校新增 26 位区校级学科带头人，新增一个

区语文项目制名师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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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爱学习，肯钻研，在实践引领中提升素养 

1.发挥学科带头人的引领作用 

作为 2021—2026 两届区项目制工作室导师和区第一层次

学科带头人，我能带领工作室成员积极开展教学研究，提升工

作室成员的专业素养。本学年开展工作室联合活动四次，助力

工作室 10 人次教师进行课堂展示、观点报告和论文撰写，在

区工作室年度考核中成绩为优秀。同时，我将工作室活动引入

学校，与学校的教学研究和师资培养紧密结合，邀请刘荣华、

陆虹等特级教师来校上示范课或指导。此外，还积极承办区中

段、高段语文教研活动和区教研组长培训班活动，近七百多位

老师来校观摩文理语文团队的展示。此外，我还担任了区中级

职称评审、区语文案例、区语文评优课、区课题成果的评委工

作。一学年听两校区老师上各级各类评优课、展示课、研究课

80 余节，给各学科 90 余人次教师磨过课或评过课。 

2.持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我没有放弃过任何一个提升自己专业

素养的机会。认真开展语文教学研究，深入领会新课标精神，

认真备好每一节课，努力上好每一节课，做一名深受孩子喜欢

的语文教师。本学年，我在杭州市科研学术节上向全市科研骨

干进行了主题为《科研方法的选择和实施》的讲座，两次向全

区语文教研组长进行了主题为《表现性评价的构建与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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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本学年，我作为课题负责人撰写的规划课题《循证教学：

基于学思课堂理念下的教学方式创新研究》在西湖区教育科学

研究课题中立项，《点阵笔：循证教学数智工具的应用研究》

在杭州市基础教研课题中立项，《三层五环：基于大数据支撑

下的精准教研路径研究》在浙江教育信息化研究课题中立项。 

3.认真履行“一岗双责”的要求 

在自己分管的各项工作中，我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廉洁

从教，实事求是，公正公平，绝不徇私舞弊。认真学习党风廉

政建设 “一岗双责” 要求，在日常工作中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规范落实各项工作。本学年我组织做好三个批次的教师招

聘工作，协同办公室、教导处、教研组一起听试教、看材料、

面试，严把审核关，共招聘教师 10 位，整个过程公开公平；

创设各种机会促进教师学习、锻炼、展示，采用自主报名、民

主推荐、综合择优等形式，让每个教师都优秀起来；规范做好

教师职称评审和校级学科带头人评选工作，成立评审组，严格

按照制度，结合教育教学业绩，进行评比、公示；按照政策要

求规范做好小升初报名工作，召开家长会做好政策解读和报名

指导工作；规范有序做好新生招生工作，为家长做好服务工作。 

四、勤思考，谋发展，在不断反思中诠释初心 

一名优秀的管理者，是“想”出来的，更是“做”出来的。

细细思考，个人还有许多“可为”之处，还需要不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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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理工作需要更有前瞻性。这两年，文理发展速度非常

快，教育教学质量稳步上升，全面开花。这不仅需要管理团队

保持高度的执行力，具有人文关怀，更需要有创新思维，考虑

问题有前瞻性，敢做事，能做事，会做事，做成事，更好地为

教师、学生、学校的发展服务。 

2.助力青年教师更快成长。学校仅 5 年内青年教师就占

50%以上，青年教师能快速、优秀地成长，也是学校发展的迫

切需要。要进一步梳理青年教师研修路径，以问题导向和需求

导向，更好地聚力、借力、合力、用力，助力青年教师更快地

提升专业素养，朝着名优教师迈进。 

3.构建综合评价管理体系。作为区评价改革基地，在教研

员地指导下，要耕评价技术，协同教师更新评价理念，促进教

师评价素养的逐步提升；完善教师、学生的综合评价体系，构

建学校综合评价系统，激发师学工作、学习的主动性和内驱力。 

 

回顾这一学年，我与文理的行政、老师们秉持“让学校成

为儿童健康成长的乐园”的初心，为创办人民满意教育而不懈

努力。今后，我还要不断提升个人履职能力，知不足而奋起，

提升自己的学习力、执行力和领导力，不断地拓宽自己的管理

视野，强化自身的研究意识。相信在下一个学年，我们一定会

更上一个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