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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嵊州市蛟镇中学 周国梁

不少教师，尤其是一些在教育教学中成绩显

著的教师，认为课题都是“假大空”，将其作为评先

评优的必备条件是本末倒置。在他们看来，只有

提高学生的学科成绩才是实实在在的本事。还有

的教师认为，课题太“高大上”，是专家学者等少数

人的事，非一般教师所能为。

我随即问这些教师是否做过课题，他们一时

语塞，支支吾吾，有的直截了当说没有。

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对课题有“假大空”和“高

大上”两个极端的偏见呢？因为不敢触及、不想触

及，或是无法企及，产生了抵触和排斥的情绪。

教能促研，研能促教。教科研是学校提升综

合实力、促进内涵发展，以及推动教师专业成长的

重要途径。

课题固然有“高大上”的，如学生应该有哪些

核心素养；但作为一线教师，也可以有自己的小课

题，而且存在只有一线教师包括任课教师和班主

任才能做，或做了才有说服力的课题。

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和教科研活动是相辅相

成的。有通过教科研得出的科学理论作指导，教

育教学实践才能事半功倍，卓有成效。

耐人寻味的是，不少优秀教师一方面说做课

题难，谈课题就烦，对课题敬而远之，甚至谈课题

色变；另一方面，事实上却不知不觉地在做课题。

简言之，做课题就是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针对

存在的某一问题或者困惑，提出假设，收集资料，

设计方法，反复实践思考，以较为系统的方式去探

索如何解决问题。

实践出真知，教师在有意无意中分享的多种

教育教学模式，其实都是在课题基础上形成的，用

以指导实践，并且不断完善，更有利于工作，不是

蛮干而是乐干。

在教育教学中越有实绩的教师，做课题其实

越容易出成绩。

以我们学校为例，每个月都会召开班主任工

作例会，定期召开年段教学质量分析会。在这些

场合，学校会要求教师们谈“如何转化特殊学生”

“如何提高教学质量”等方面的经验。

我们发现，教师们在介绍、总结时，往往既有

荦荦大端，又有感人细节，有理有据，头头是道，可

操作性强，让人听后心服口服。

他们针对问题进行分析，进而有的放矢加以

解决，并形成思路和方法，最终得出结论，体现自

身的价值。这不就是一个个课题提出、研究、结题

的过程吗？

明明是在做课题，却“只缘身在此山中”，把做

课题与教育教学实践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与

教师对什么是课题、怎样做课题了解不够，以及没

有去尝试等有很大关系。

为此，笔者以为，教师要做好以下三项工作。

首先要转变观念。虽然教师培训中经常会

涉及如何撰写课题、进行课题研究等内容，但不

少教师根本不当回事，有的“一听就会，一做就

废”，浅尝辄止，轻易放弃。诚然，某些地方存在

教师课题做得好，但教学业务不怎么样的情况，

甚至还有东拼西凑搞假课题的现象，这在一定程

度上损害了教师对课题的认识和认可。因此，学

校亟待转变观念，让课题与工作同时进行，相互

促进，相得益彰。

其次要敢于尝试。做课题犹如“小马过河”，

只有自己尝试了才知道难易和苦乐。如笔者所在

的学校，有两位资深的班主任教师，她们根据自己

的经验和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惑，合作申

报了“创设班级活动，促进班级有效管理”的课题，

最后立项，还获了奖。通过这个课题，她们觉得，

做课题没有想象中那么难，而且通过课题能够促

进自己不断实践、学习、钻研，进而解决问题。以

笔者的经验，无论论文还是课题，通过不断尝试，

还可以找到其中的一些规律，包括步骤、格式等。

身边那些经常有课题的教师，让人感觉很“神奇”，

其实，他们只是通过不断做课题，掌握了技巧；很

可惜的是，我们有很多经验丰富的教师，茶壶里煮

饺子——有货倒不出，就是因为缺少尝试。

再次是要适当加压。现在评职称、评教坛新

秀、评学科带头人、评先进工作者、评优秀教师，

都有关于课题方面的要求。这是一种导向，是一

种激励，是促进教师参与课题研究的一种有效方

式。笔者认识的一位新教师，想参加英语学科带

头人的评比，为此开始“吃螃蟹”。最终在有经验

的老教师手把手指导下，该教师学会了做课题，

加上自己教学能力强，结果如愿以偿，从此揭开

了课题的神秘面纱，对教科研产生了兴趣，甚至

上了瘾。

最后是要组织培训。毕竟，做课题还是需要

一定的规范和程序的。学校应该聘请专家，包括

校内有课题研究经验的教师，有针对性地进行培

训或者传帮带，让教师入课题研究之门，感受做课

题带来的好处，促进日常教育教学和教科研齐头

并进，实现教育教学实践和教科研双丰收，进而让

教科研成为学校的“硬核力量”之一。

近年来，我们学校十分重视教科研，出台了不

少激励制度，鼓励教师申报课题，奖励各级课题立

项、结题、获奖的教师，在绩效工资中予以体现。

因此，每次课题评比，各学科参与课题评比的数量

明显增加，获奖的数量也水涨船高。

放暑假了，教师们有更多的时间撰写课题报

告，当然，前提是已经进行了课题研究实践。

营造法式

教无定法

策论当下

放暑假了，把课题写出来吧 □杭州市东园小学 陈翩翩

下课时间，我在教室里批试卷，突

然听见最后一排小A的抱怨：“哎呀！

又写错了，烦死了。”

我抬头看去，并没见什么特殊情况

发生，只见小A抓起橡皮用力地擦。教

室里其他学生有的在写作业，有的聚在

一起聊天。

小A的父母是进城务工者，对孩子

期望很高。小A成熟又懂事，学习成绩

优异。

我埋下头继续批作业，没过多久，

小A不耐烦的声音又响起了：“作业怎

么这么多啊！”

我发现小A这段时间有些不对劲，

虽然上交作业及时，作业正确率也很高，

但上课纪律方面差了很多，经常转过去

和同学讲话，考试成绩也不如以前了。

尤其是这一连串负能量的语言，不

就表明他心态的变化吗？

这是为什么呢？我想起当数学试

卷发下来时，小A拖着步子、垂下肩膀：

“唉，我怎么比小B差这么多啊。”小B

是班里最优秀的学生，考了98分，小A

考了89分，小A一直把小B当成竞争

的目标。

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原本自信、严

于律己的学生开始浮躁。我知道，当一

个优秀学生开始怀疑自己，对自己放松

要求时，需要有一种力量帮他找回自

信，重新定位自我。

小A仍埋着头继续做题。我灵光一现，下周轮到

我班学生在国旗下讲话，这是一项任务，也是一个机

会，如果我把这个机会给小A，让他在全校面前好好

表现自己，能否帮他找回自信呢？

可最大的困难是，小A的声音条件并不太好，嗓

音低粗沉闷，略带沙哑，上课回答问题时个别字像是

卡在喉咙里，让人听不清。好在他思维清晰，表达流

畅，因此当遇到难题时我还是会请他作答。

到底要不要把这个机会给小A呢？如果真的让小

A演讲，结果他没有表现好，不仅班级在评分时得不到

高分，小A还会被同学奚落，事与愿违。其实，最佳人

选是小C，演讲基本功很强，肯定能为班级争光……

但思虑再三，我还是决定：让小A试一试。

本周国旗下讲话的主题是“父亲节”，我邀请小A

爸爸一起参与，也让这次演讲成为亲子演讲。

我帮他们修改稿件，指导小A补足短板。

当小A遇到难以发出声音的个别字，我就让他减

慢语速，用多一点气息把声音往外推，直到能清楚地

发出来，最终达到掷地有声的效果。加上在抒情处配

上的轻音乐，朗诵起来就更加声情并茂了。小A和爸

爸练了一遍又一遍。

演讲很成功。那个周一的大课间，父子俩的声音

所传递出来的爱走进了师生们心中。演讲结束，现场

一片热烈的掌声，我看见小A乌黑的大眼睛里有泪光

闪耀，噙着对父亲的爱，更闪烁着自信的光芒。

我没有向小A和他父母提及他这段时间的“不

对劲”。

从这以后，小A又变回原来那个正能量小孩，不

但上课纪律恢复正常，而且最让我欣喜的是，发言的

声音也变得响亮，口齿更加清楚，我再也不用把耳朵

凑近吃力地听了。

机
会
留
给
最
需
要
的
学
生

□永康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杨铁金

听说教师评价要“破五唯”（唯学历、唯资历、

唯“帽子”、唯论文、唯项目）了。校园里顿时泛起

了一阵涟漪：

“‘唯论文’破得好啊，教师写什么论文啊，只

要一心一意教好书就可以了。”

“大家都知道论文是怎么回事，离实际工作很

远，东拼西凑，发表还要版面费。”

“教师将精力放在写论文、做课题上，会影响

教学。”

……

由于论文是教师职称评定的硬指标，于是形

成了一条灰色产业链，由代写论文的“枪手”、代发

论文的中介和收费的期刊等共同组成。“唯论文”

的教师评价指挥棒，背离了学术的初心，滋生了腐

败的土壤。

但是，要破的是教师评价上的“唯”字，并不是

破除论文写作本身。

从全球视野来看，论文是学术交流的重要载

体，是科技进步、思想创新的重要标志，也是教育

科研的重要产品、教师专业水平的重要尺度。

教师法明确指出“从事科学研究、学术交流”

是教师的权利，鼓励和帮助教师从事教学研究是

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的职责。

因此，教师千万不要在要不要写论文、要不要

做课题上纠结，而要在“怎样写”“怎样做”上下功

夫，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应该在“怎样评”方面进

行新探索。

教师搞教科研要踏踏实实，立足课堂、放眼

校园。

一是要摒弃功利主义倾向。搞教育科研不是

为了获奖，而是为了解决教育教学中遇到的问

题。现在有的教师挖空心思地搞宣传、拉关系，争

取得到领导的批示。因为有的地方研究成果上有

领导指示，评价时就有加分，领导级别越高，加分

越多。这使得研究者心思不在研究上，“唯领导”

不破，“唯论文”也难破。

二是不要让指南牵着走。《教育科研课题选题

指南》列出的研究选题均为重大项目、应景工作

等，一线教师按照指南选择研究方向，会陷入力不

从心的状态，研究文本也会落进“假大空”的坑。

三是要远离时髦的话题。话题热得快，凉得

更快。以从众心理追踪热点，确实容易立项，但

立项时热热闹闹的东西，结题时却往往成了明日

黄花。

教科研选题要找准问题，我做研究的体会是：

一是关注身边的教学行为。我曾花了4年时

间，系统学习相关知识，观察同事特别是同一学科

教师的教学行为，做了一个课题，关注和改善自己

的课堂教学行为，完成了一篇专业学术论文。

二是解决学校发展中的问题。我梳理了两所

学校的办学理念和校园文化，永康中学的“三立”

课程和磐安县实验小学的“小成”课程同时被评为

浙江省优秀课程设计方案。磐安县实验小学去年

还获评首批浙江省现代化学校。

三是要做长期的跟踪积累。永康中学从2009

年开始与浙江师范大学进行过长达8年的全面办

学合作。这期间，我将整个过程的主要事件、具体

做法及所取得的成果详细记录下来，进行梳理总

结，形成论文，发表于核心刊物。

习近平总书记曾倡导教师“把论文写在祖国

的大地上”，一线教师在自己的课堂上用心、用情

做研究，怎么会没用呢？把论文写在校园这片教

育热土上，去思考学校、教师、学生发展中的问题，

定能让自己的教育人生更加丰满。

把论文写在校园的热土上

近日，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举办了全省
中小学初任班主任胜任力提升高级研修班，来
自全省的200余名班主任分两期参加了研修。
早在2019年，省教科院针对全省班主任的一项
调研发现，全省中小学超过六成的班主任在首
次担任班主任时没有接受过专门培训；在任的
班主任中，25%为0~3年期初任班主任。在班
主任成长需求的调研基础上，研修班构建了科
学的主题框架，采用“集中+分学段”“讲座+参
与式工作坊”的研修方式。图为学员们分组演
绎德育案例的处理。

（本报通讯员 朱旭梅 摄）

（上接第1版）
“学校以2～3年为一个周期，对每个团队进行周

期性的资助孵化。”国家职业教育创新团队负责人、浙

江经贸职院副院长张红说，不仅校内组建了教学科

研、社会服务等多种不同类型的教师团队，走出校门，

与省内外兄弟院校教师、与行业企业专家等共同组队

的教师也不在少数。此前，受益于加入创新团队，教

师盘红华、童红斌、刘聃等有机会与来自全国的行业

专家、高校教师一起做项目、搞研究，这对他们的专业

成长、能力提升帮助很大。

全国高水平专业群电子商务专业骨干教师曹春

益从教18年来，积极融入团队建设，是不少年轻教师

心目中的“标杆”。“曹老师不仅会为我们选择合适的

专业课程，还会带我们一起备课，帮我们改进教学思

路和方法。”青年教师陶小波对曹春益的帮助心怀感

激，因为在课程内容建设、授课案例、教学内容准备、

授课方法等各方面都进步飞快，她还在全省高校微课

教学比赛中获得了高职组视频类一等奖。

记者了解到，在电子商务专业，目前共有8个模

块化课程开发团队、8个校企合作教材开发团队、4个

“1+X”证书培训团队和2个教学研究创新团队，这正

是该专业推行“8842团队建设工程”结出的硕果。

把教师放到团队中考核，把考核团队业绩纳入教

师个体评价当中，浙江经贸职院党委书记劳赐铭说：

“在教师评价上，要‘破五唯’和‘立新标’并举，创新评

价机制，健全以能力、质量、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

激发教师团队干事创业的热情。只有以‘团队赛’的

方式来推进教师评价，才能让‘老带新’帮扶机制真正

落到实处。”像会计专业教师刘学思，刚加入教学团队

时，几乎每堂课都有团队骨干教师听课、评课、磨课，

这段经历让她快速成长起来，不仅自己在各类教学竞

赛中获奖，还带学生比赛，出了不少成绩。如今，校院

两级督导组点面结合，协同开展教学诊断已然常态

化、制度化。

省级培训：
班主任模拟
怎么“对付”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