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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海普教系统的群众性教育科研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
当时在青浦、徐汇等区县中，已经有个别教育工作者开始关注教育科研，并对学校教育中的一些问题
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与探索。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成立以后，根据市教育局领导提出的“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方针，立即着手制订教育科研发展规划，在全市开展教育科研的普及指导工作。
一方面通过组织多期科研培训班，指导来自各区县、学校的教育工作者学习教育理论、了解科研方法
、进行课题研究，建设一支群众性的教育科研骨干队伍，另一方面通过设立各区县教育科研联络员，
推动建立区县教育科研室，形成一支科研组织、管理者队伍。
20世纪80年代中期，又先后建立了市级教育科研规划课题的评审立项制度、中期管理制度和教育科研
成果评选制度。
经过10年的积累，到了90年代初，上海普教系统构成了由市、区县、学校组成的三级教育科研网络，
群众性教育科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可喜局面，形成了一批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的优秀成果。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实施素质教育、推进课程改革，以及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实验性
示范性高中和素质教育示范校评审等活动开展的背景下，中小幼教育实践工作者参与的学校教育科研
受到进一步重视，科研兴校、教师专业发展成为共同的追求。
一批学校因为教育科研而大大提高了办学水平，众多教师因为教育科研而显著提升了专业素养。
　　但是，在以校为本的教育科研蓬勃发展的今天，我们还不时看到一些需要人们认真反思的现象，
听到一些需要加以分析、辨正的说法。
比如，有的学校虽然组织力量花时间进行了一些课题研究，取得一些研究成果，但对学校工作的改进
、教育质量的提高几乎没有影响；有的学校把教育科研当作一种摆设，或多或少存在形式主义的做法
；有的学校写的和做的不一致，甚至请人捉刀代笔；不少教师把教育科研看作额外负担，表示无暇顾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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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校教育科研新论》是对学校教育科研的可持续发展的深入思考和理论总结。
它对学校教育科研的性质、特点、价值取向作了明确的定位和阐述，对学校教育科研所涉及的体制、
机构，运行机制.研究方法、现代技术，专业引领、制度建设、文化建设、知识管理和生态环境等作了
较全面的讨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现代学校教育科研发展的新视点和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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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学校的教育科研是整个教育科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科研”犹如一面鲜艳的旗帜，一直引领着全国中小学教育改革的蓬勃发展
。
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在这20多年中是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20多年，也是中国教育产生巨大变革
的20多年，伴随着这样的变化和发展，基层中小学的教育科研工作经历了发动、萌芽、初创、形成和
发展几个阶段，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无序到有序，逐步形成一定的运行规范，得到了健康、持续
的发展。
　　中小学开展教育科研的实践和成果，不仅引起了教育行政部门和全国教育实践界的关注，同时也
对整个教育理论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还引起了海内外和国际教育界的兴趣和关注。
　　作为一个正在成长着的新生事物——中小学教育科研，需要人们不断去认识、探索和完善。
回顾中小学教育科研发展历程，总结中小学开展教育科研的经验和教训，从“科学发展观”的宏观的
角度来审视中小学开展教育科研的丰富实践，来规划、思考学校教育科研的与时俱进和持续发展是很
有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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