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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汇总学校教育科研存在的种种误区或问题，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求新求异。
在从事教育科研活动当中，选择了研究课题以后，如果发现他人已有所研究，便搁置一边，重新选择
所谓新的课题。
历年的课题名录常常成为教师选择课题的重要参考，并不去深究已有的研究成果在哪些方面说明了自
己的问题，解决了哪些自己所关心的困惑。
结果是，课题研究中新名词、新概念迭出，这些新名词、新概念虽然引人注目，呈现出“眼球教育科
研”的状态，但并不见得真正提供新的意义，对教育实践有新的解释和指向。
实际上，教师所面临的许多课题是共性的，由于学校的情境不同、传统各异、办学思想有所区别等，
他学校的研究常常并不能解决你学校的问题。
对同样课题作深入的研究，有时是必要的。
   （二）贪大求全。
有些教师教育科研选择的课题常常比较宽泛，涉及因素众多，动辄就是学校的整体性变革或综合变革
。
在这样的课题中，并没有明确的目标指向，甚至没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线索。
选择这样的课题以后，即使从事研究，各方面的问题的探讨也多为浅尝辄止，有欠深入。
真正的研究并非“大题小做”，而多为“小题大做”；教师的智慧也并非“一鹤冲天”，而多为“积
小智而成大智”。
对局部的关键性问题的脚踏实地的研究，所产生的辐射、互动、连带作用，有时远胜于浮于表面的面
面俱到的研究。
   （三）跟风追潮。
一旦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或“潮流”，常常有一些教师闻风而动，做相应的各式各样的研究。
创新教育甫一出现，不少教师马上以创新为题申报这样或那样的课题，好像课题名称上没有创新，就
无法实施创新人才的培养一样。
多元智能教学刚一引入，有的教师马上将其作为教育科研的参照体系，进行多元智能教学的验证或推
广研究。
这种现象，一定程度地说明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还缺乏主体意识，缺乏对自身面临问题的捕捉能力
和洞察力，缺乏应对自身独特问题的勇气和智慧。
独立确定研究问题，自主开展研究，是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的内在要求和规定。
   （四）课题至上。
科研以课题的形式来表现，可以使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集中相当多的人力与物力解决一个突出
的问题，能够使研究有明确的方向，课题研究的成果也会较为突出地体现出来。
但是，课题并不是科研的代名词，尤其是中小学教师的科研，随机的、偶发的、情境的、个别的问题
都可以成为研究的对象，教师在实际教育教学活动中针对一系列具体、特殊的问题进行系统化的反思
，虽然并不在预定的课题范围内，但同样是重要的有深刻价值的研究。
“教师即研究者”是西方在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的一个命题，但从相关的资料看，在他们那里，中小
学教师占主流地位的研究是对日常生活实践的研究。
    （五）论文情结。
论文是教师教育科研活动成果的一种表达方式，不是主要方式，正如同专业研究者自身的研究主要需
要借助于论文这种问题表达出来一样，中小学教师的研究也有自身独特的问题表达样式。
案例、叙事、日志、反思记录等，都是教师教育科研活动的重要载体。
它们既可以成为教师教育科研活动过程的记录，也可以成为教育科研活动结果的体现方式。
中小学教师自始至终是生活在教育教学的现实场景之中，教师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常常不是论
文可以承载的。
       （六）穿凿附会。
一些中小学开展教育科研，有时会自觉不自觉地向专业研究者看齐，想方设法地引用大量的理论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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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介绍国外学者怎么认识，后分析国内学者有哪些观点，最后再谈谈自己的见解。
似乎只有和精深的理论携手，才能彰显出研究的力量和分量。
殊不知，中小学教育科研的魅力并不在于验证某种既定的理论，其鲜活的生命力并不在于诠释这样或
那样的专家的论断，它在教育科研之林中，之所以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恰恰是对教育现场的把握和
判断，恰恰是对教育事件所做出的意义分析。
这样的研究也恰恰是专业研究者难为或不能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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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从教育教学的疑难中寻找问题　　在当今的教育教学中，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推进，随着学生
个体和群体变化的加剧，教师时常会感受到各种各样的疑难或困境。
从目前来看，这些疑难或困境至少有以下几种类型：　　其一，教师的设想、计划与实际效果之间的
差距。
例如，新课程要求教育教学过程中突出学生的体验，引导学生在参与当中体验，在互动中生成，教师
以此为基点，通过一系列新的教学设计，试图达到引发学生兴趣，唤起学生学习热情的目的，但实施
下来效果并不明显，并且学习成绩会受到一定影响。
再比如，教师期望学生在学校完成家庭作业，并且在作业完成过程中给予监督，以便形成学生良好的
作业习惯，但事与愿违，有些学生作业写得非常马虎，质量甚低。
　　其二，教育教学情境中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等目标之间或价值取向之间的冲突与对立。
例如，教师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这一指导思想出发，在教学中常常布置一些具有挑战性的课堂
或家庭作业，但这种做法却造成了一些学生跟不上功课，经常伴随着一种失败感，从而导致学生厌学
的情绪。
　　其三，教育教学中的“两难”情境。
“两难”情境在教育教学中比比皆是，有时甚至贯穿教育教学过程的始终，例如顾及到了单个学生的
个性发展，就有可能妨碍了学生集体；关注到了学生的兴趣，规范性、一致性的要求就有可能被削弱
了；让学生的主体地位在课堂与班级生活中确立起来了，教师的引导角色就有可能无法实现了。
　　其四，不同的人或群体对待同一教育教学行为的不同看法。
例如，有的教师为了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在课堂教学中不断作出新的尝试，以改变先前课堂上
灌输、传递的情形，但周围同事或学生家长却并不认同，觉得他是在出风头，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成绩
。
　　这些疑难或困境，是教师几乎每天都会遇到的，并且没有现成的成功模式可供借鉴，只能将其作
为研究对象，在研究过程逐渐找到削弱其阻碍、转化其限制力量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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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师如何做研究》是最为通俗的中小学教师科研指导用书，书中附有大量案例，是对“教师如
何做研究”所进行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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