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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文章 

校本时代期待“田野”式教科研管理 

    从“科研兴校”到“校本教研”，中小学教科研管理又一次成了课程改革的热点。其实，我们一直重视教科研

管理。但问题是，长期以来中小学教育科研一般比较关注立项和评奖，对于如何实施好课题方案、如何应用好研究

成果往往被我们善意地忘记或忽略，致使中小学教科研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选题牵着鼻子走，以为前瞻性、先进

性的课题才有价值；做题跟着感觉走，反正没有检查，好差都一样；结题顺着潮流走，只要评上奖就算大功告成，

中小学教科研管理的异化令人担忧。 

    中小学教科研，主要指由中小学教师在学校工作中开展的教学研究活动，问题解决、实践情境和教学经验构成

了中小学教育科研的逻辑内容，这样的定位，决定了中小学教科研是一种“草根”研究。而校本时代的到来，提出

了基于学校、基于教师、基于实践的教科研新思路，“教师成为研究者”已成为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在要求，这样的

需求，期盼着中小学教科研是一种“田野”式管理，加强选题、做题、结题三个环节的研究和管理。 

    整合资源，科学选题 

    一直以来，我们把中小学教育科研分为国家级课题、省级课题、市级课题、县（市、区）级课题，一所学校只

有申报了以上级别的课题，才能被看作是正规的教育科研。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受到课题申报表上诸如研究的背

景、研究的意义、国内外同类课题的研究综述、课题的理论依据、研究目标、内容、步骤及预期成果等栏目填写上

的限制，使得一些“草根”课题始终高攀不上立项阶层；有的虽然提出了立项申请，也常常因申报表填写得不规范

或教师文字表达上的困难，而未能被列入，许多中小学教师只能望“研”兴叹；有的课题虽然被批准立项了，但往

往由于课题研究的“口子”太大，致使实施过程无法把握，影响了校本教科研的深入开展。因此，校本时代的中小

学教科研管理，首先要加强对选题的研究和指导。 

    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一般都是以“课堂问题”为起点的，但并不是所有“课堂问题”都可以转化成“科研课

题”的，从“课堂问题”到“科研课题”的转化不是一个简单的程式化过程，而是一个思想碰撞的过程，是一个内

化学习的过程，为此，我们通过实践研究提出了“两类三步走”的选题方法。“两类”指的是把教育科研的选题分

为综合类和学科类。综合类课题往往是学校层面的问题，涉及到各学科教研组，必须由教学科研处组织实施，用

“外延交集”法进行整合、筛选。比如我区北海小学，为找到共同的研究课题，在教师中开展“当前课堂教学中存

在问题与矫正策略”的问卷调查，通过教科室整理、归类，再通过求交集的方式，确立了“新课程理念下课堂教学

师生角色行为的策略研究”作为综合类课题进行实践研究。学科类课题往往是教研组层面的问题，只涉及到一个教

研组、备课组或教师个体，可以用“内涵重叠”法进行归类、梳理。“三步走”的第一步，是把“课堂问题”按不

同的方式归类：积累“课堂问题”，列出问题的名称，并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方式归类，

以便确定哪些能转化成研究课题以及转化为什么样的题目，陈述课题要简洁明了，直抒胸臆，并确定课题研究的主

要内容。第二步，是分析“课堂问题”是否具有创新性和应用价值。用“文献法”获取同类课题的信息，深入了解

同类课题研究的前沿地带，分析本研究课题的特点和意义，从而提升教师的研究层次。第三步，是进行课题研究的

可行性论证。在选择课题名称和确定研究内容后，还要进行可行性论证。在人力方面，要考虑“你是否对这个课题

真的感兴趣？”、“你的知识是否能足够支撑你的研究课题？”、“你是否有合作伙伴？”、“你能找到一个专家

指导吗？”等问题；在财力方面，要考虑“培训经费”、“调研经费”、“实验经费”等问题；在物力方面，要考

虑“资料经费”、“教学装备”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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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跟进，扎实做题 

    在“校校有课题、人人搞科研”的热潮中，人们对中小学教科研批评最多的就是没有扎实做课题的行动。这一

方面受到功利主义的影响，一些学校把目标锁定在科研项目申报上，只要获准立项，或者挂上“某某实验基地”、

“某某实验学校”的铜牌后，教育科研也就大功告成；一些教师把目标锁定在论文发表或评奖上，只要捞取晋升职

称的“资本”，课题研究方案便被束之高阁。另一方面也受到方法和时间的限制。说实话，一些教师也试图落实课

题实施方案中的各项措施，但由于课题研究远离教学实际，课题研究变成了一项额外工作，又缺乏科研理论和科研

方法的指导，做起来往往顾此失彼、步履维艰，加上中小学教师本身教学任务繁重，每天面对的不是教育理论和科

研资料，而是做不完的备课、上课、批改作业等日常事务，教学与科研的“两张皮”现象不可避免。因此，校本时

代的中小学教科研管理，必须牢牢抓住深化课题这个环节。 

    中小学教科研是一种理性的教育实践活动，课题研究提出的问题是教师能研究也应该研究的问题。但如何深化

课题，存在着方法和路径的问题。为此，我们选择了行动研究的方法，从学校和教科所两条路径异步推进，搭建起

行为跟进的研究平台。 

    从学校层面，按照“学习教育理论—实施教学策略—转化教学行为”路径深化课题，引导教师从教学型走向研

究型。从教研室层面，按照“反思教学行为—概括教学策略—提升教学风格”的思路深化课题研究，引领从经验型

走向科研型。 

    事实上，绍兴市教科所从2005年开始，对省级规划课题进行中期评估，要求每项课题就课题已做的工作、碰到

的问题及今后的研究措施作阶段性总结，并要接受专家组的质询，这是一种很好的行为跟进策略，受到基层学校和

教师的普遍欢迎。 

    注重反思，提升结题 

    如果说中小学教科研在选题中还有一些“雾里看花”的现象，那么，通过做题这个相对较长的艰辛经历，结题

时，课题研究应该是柳暗花明了。但当教师们撰写结题报告的时候，往住会产生一种“失语”的痛苦。因为他们发

现，自己所熟悉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已不适用了。在教育科研领域，需要用一种科学、严谨、规范的学术用语来表达

和交流，这种思维和表达上的障碍，使得科研成果大打折扣。因此，校本时代的中小学教科研还应当做好结题提升

这一环节。 

    中小学教科研的目的主要在于改进教育教学实践。教师的实践者角色决定了他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以构建系统

的教育科学理论为自己的主要研究目的。特别是在校本时代，科研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为此，我

们实施了“主题式”教研策略，帮助教师一步一步地做好结题工作，并努力创造条件提升课题研究的品质。 

    值得指出的是，评奖对结题工作也有重要的导向作用。现在很多的课题评奖是专家关起门来进行“暗箱操

作”，基层学校对评奖的标准、如何评奖知之甚少，况且，评委并非个个都是全能专家，致使一批表面虚功的课题

评上了奖，而一些优秀的学科类课题却榜上无名，一些“草根”研究课题更是登不上大雅之堂，上不了重要的学术

刊物，这是与校本时代的中小学教科研主旋律相悖的。 

    近几年，绍兴市教科所出台的《年度课题评比标准》则是一项崭新的评价制度，坚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原

则，把课题评价标准公布于众，从研究思路科学性、研究措施操作性、研究结论准确性、报告语言流畅性、研究过

程学术性、研究成果价值性等方面进行评价，既是中小学教科研管理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教科研品质的必由之

路。也就是说，只有加强和改进选题、做题、结题三个环节，才能引领教师走进“研究者”的角色，才能使中小学

教科研走进真实的校本时代。    （作者系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教育科学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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