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受到全省教师热心关注的浙

江省教育教学论文评选活动已于5

月底降下帷幕。今年共收到有效

论文20045篇，经过初评、复评和终

评3个环节，评出一等奖382个、二

等奖1000个、三等奖2738个，共有

4120篇论文获奖。

每年评选获奖名单“放榜”之

际，“教研界”都会掀起一阵波澜。

获奖的忙着下载打印证书，发朋友

圈庆贺，“漫卷诗书喜欲狂”；没获奖

的恭喜别人，反思自身。真可谓

“几家欢乐几家愁”。

然而，问题和疑虑也纷至沓

来，浓缩成一句话就是：什么样的

论文才能获奖？

本期研修版试着帮助大家寻

求解答。首先，我们约请了两位

“常胜将军”，多年来，他们在本项

评选中屡屡获奖，显然有可能摸清

了某种“套路”，更让人振奋的是，

经过沟通，他们愿意毫无保留地透

露独家制胜秘诀；其次，依据这两

年论文电子稿提交平台的数据库，

我们对论文选题做了系统性分析，

帮教师们理一下思路，找一下方

向；最后，我们访谈了一位参加本

届活动的评审员，请他指出教师们

在论文写作中有哪些容易犯的毛

病，并提供如何寻求改进与突破的

建议。

我们衷心希望，这些微薄努力

能对读者有所裨益，并预祝大家在

科研与写作上取得进步。

□本报记者 池沙洲

每年评选结束后，编辑部都

会收到各种提问。

“我的文章为什么没获奖？”

“我精心准备了好几篇文章，

为什么颗粒无收？”

“我多年的参评文章都泥牛

入海，你们到底是怎么评的？”

“我的论文曾经在彼评选中

获一等奖（或在某核心刊物发

表），在此评选中却名落孙山（或

获得较低奖级），这是为什么？”

……

这些问题（包括成语的使

用）都是提问者的原话，它反映

出在浙江省教育教学论文评选

中获奖之难。

20%的获奖率意味着 80%

的落选率，意味着少数选手的盛

宴和大多数参评者的心有不甘。

一、评选像人一样有个性
每个评选活动都有属于自己

的个性特点，受到历史、规模、级

别等条件的塑造，还有很多并非

刻意为之的影响因子，比如评选

过程中偶然性的叠加。

举个例子，美国电影界有两

个传统奖项：电影金球奖和奥斯

卡奖，相似度高得就像双胞胎，送

选的电影作品也大同小异（每年

上乘之作也就那么几部），但公布

出来的结果经常大相径庭。

这个例子能够很好地回答一

些参评者提出的质疑。

刊物选稿与评选不是一回

事，不同的评选有着不同的选拔

标准；即使同时举办性质相同的

两场评选，也绝不可能得到两份

相同的获奖名单；假如真的得到

两份相同的获奖名单，则正好证

明“同时举办性质相同的两场评

选”的荒谬。这两场评选也有必

要取消其中一场，到了“合并同类

项”的时候。

这是正常逻辑，也是现实情

况，对于长期进行教科研并形成

习惯的教师不难理解和接受。

二、“万量级”评选的亲民性
浙江省教育教学论文评选举

办27年来，深受广大教师读者钟

爱，参评论文篇数年年递增，

2022年度更是突破了2万篇，再

创历史新高，数量级以“成千上

万”来描述并不为过。

这项评选之所以受到众人追

捧，最主要的原因来自它的个性：

零门槛、专业化、公平性。

作为一项由教育专业媒体

发起，并与省级教科研部门联

合主办的评选活动，它没有高

高在上，冷若冰霜，而是对全省

教育工作者持开放的态度，即

无论是一线教师、行政干部，还

是教育科研人员，都可以将自

己在岗位上的研究成果写成论

文，投递参评，除了科研实力和

写作水平，不会受到其他附加

条件的限制。

今年参加还是不参加？投递

什么样的作品？参评者的选择都

是自由的。因此，教师们大可以

在评选中抛弃顾虑，放手一搏。

根据记者在多年评选组织

活动中的观察，全省各地的论文

投递数量差距较大，与行政推动

力度的关系尤为密切。全省11

个地市中，嘉兴市的投递数量年

年拔得头筹，今年更是创下了

6021 篇的新纪录，比去年增加

了27.48%。

湖州市一直死死咬住，今年

的数量为3141篇，继续稳坐第二

把交椅。

绍兴市后来居上，经过几

年的努力，从中间较靠后的位

置逐步跃升，今年以2277篇中

得“探花”。

“前三甲”地区对这项评选的

认可度最大，参评推动也最为有

力。这些地区的教师以“有用”

“很有用”来评价这项评选，常常

从上一年的年末开始，就持续关

注评选的进展情况。

当然，对于每一个参评者来

说，所在的地市是否为“前三甲”，

与自己的论文作品是否获奖关系

并不大。因为这项评选是分地分

类开展的，11个地市3个类别（幼

儿园、小学、中学及其他）不存在

互相竞争的关系。

三、最重要的仍是价值观
那么，对于获奖影响程度最

大的要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

还是每个人的情感、态度、价值

观，即作者心中对“为什么写论

文”这一问题的回答。

在评选中，主办方淘汰了一

定数量的无效论文。

第1种情况是不符合投递要

求。比如在初评入围的作品中，

有200多篇没有提交电子稿，因

此无法进入后续评审和信息统

计。按理这批作品已胜券在握，

甚至还有更上层楼的可能，却惨

遭出局，不能不让人感到无奈和

惋惜。

第 2种情况是不符合原创

规范。在查重环节中，与他人作

品重合率超过30%的论文比例

接近6%。这 1000多个作者也

许是没有认真阅读评选启事，也

许是没有掌握参考文献的引用

方法，也许是对“抄近道”抱有侥

幸心理，得到失利的结局也在情

理之中。

针对第1种情况，我们提出，

既然已经选择参加此次评选，那

就应该按照评选启事所提的要

求，把每一步做到位。无论从事

何种行业，耐心和细致都应是专

业的情感，尊重和认真都应是专

业的态度。

针对第2种情况，我们提出，

论文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奖，

论文是教育教学研究水到渠成的

产物。如果仅仅出于功利目的，

盲目拼凑搬运，硬为无米之炊，放

弃求真求实，最终损害的是自己

的专业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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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龙湾区海滨第三小学
陈晓飞

2022年 5月 26日下午，浙江

省教育教学论文评选结果揭晓，我

连忙点击“教师话坊”链接，搜索温

州一等奖名单，没有发现我的名

字，心里咯噔了一下，但很快就安

慰自己：拿个二等奖也不错。

我瞪大眼睛，极不情愿地在二

等奖里搜索，可还是没有找到自己

的名字。心里嘀咕着——我的选

题挺好，该不至于是三等奖吧？结

果三等奖里依然没有我。

我不服输地再一次从一等奖

找到三等奖，发现好多个熟悉的名

字，也终于确认了一个事实——我

没有获奖。

此时，微信群里，有人发“红

包”庆祝，复制粘贴的留言“恭喜”

不断刷屏，我的脑海中竟蹦出“不

如相忘于江湖”这句话来。

回想2016年春节过后不久，

柯桥陈老师把我拉入教师话坊

群。一入群，发现人人都在讨论论

文评选的事。我请教了群里的老

师，赶紧去学校报纸堆里翻找，终

于找到2枚“参评标识”。

为保险起见，我把自己最满意

的两篇语文学科论文都投了过

去。等到“发榜”日，群里很多人在

欢呼，而我却一无所获。后来，其

中的一篇论文没有浪费，获得区一

等奖、市二等奖。

我想，毕竟省级评选，获奖肯

定很难。2017年春节前后，新一

届评选启动。这次我发动同事们

一起投寄，学校订的报纸都被我们

瓜分了。

有同事想打退堂鼓，我苦口婆

心地劝说：“不限主题、不限学科、

不限学段、不用交报名费，为什么

不参加呢？”

我曾担任过作文大赛的评委，

小学生作文都看得我头晕眼花，相

比浙江省教育教学论文评选的工

作量，这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我在头脑中想象，假如要把

成千上万篇各学科混合的论文分

出个等第，评委第一步是剔除残

次品，接下来，才是一番残酷较量

真正上场。

那么，作为“大众评审”，口味

不会太学术。学科味太浓的论

文，除非写得特别好，否则一定不

受待见。

就在这一年，我如愿以偿，一篇

《关注学科素养，开展有效合作——

小学语文课堂合作学习诊断与策

略》获得一等奖。

我关注到近几年的幼儿园论

文，不卖弄高深理论，有特色、有实

践、有提炼，连题目看着也觉得通

俗易懂。幼儿园活动接地气，教师

参与积极性高，幼儿园论文批量获

奖也就不奇怪了。

于是，到了2019年，我关注校

园里悄悄流行的短视频，写了一篇

不分学科、一看都懂的《童谣非“儿

戏”，健康护“童心”——核心素养下

校园灰色童谣流行分析及应对策

略》，投递后又一次被评为一等奖。

我从中摸索出规律：要让自己

的论文避免成为评委眼中的阳春白

雪，就要淡化学科味，偏重综合性。

我与同事们分享我的秘诀，同事们

按照我说的做，果然也获奖了。

可是，2021年我提交的论文

《“互联网+义务教育”城乡结对

“私董会”管理新探》只获得三等

奖。2022年，我写了“双减”主题，

更是一个奖都没捞到，可能是这方

面做得过了，反而变得随大流，没

了特色。

我经常在获奖名单里看到一

些教师的名字，他们在骨干评选、

职称评选中也是佼佼者，是线上线

下的双赢者，我觉得他们天生就有

一种敏锐的专业把控能力。

还有一些教师年年参评，屡战

屡败，屡败屡战，我都不知道怎么

安慰才好，心里想着找机会帮他们

一把。

每次我第一时间转发评选信

息，学校就会掀起一场“抢标识”

行动，我们几个勤快的教师会进

出保安室好几趟，一再交代保安

代为收集、保管那两期报纸。保

安却不太明白我们在干什么，找

到一份《中国教育报》也会兴冲冲

地跑来送给我。

去年，我调到一所薄弱学校，

又开始“忽悠”这里的教师们参赛。

我在群里发参评信息，发征订

报刊的小程序，还拉了一个群培养

种子选手。教师们交给我的论文

内容有些老套，我估摸肯定获不了

奖，但可以趁机熟悉一下路径，明

年参加的人一定会更多。

每次获奖名单公布，我都会做

一件事——浏览获得一等奖的论

文标题，有些关键词能让我眼前一

亮，一见钟情，何况评委。

所以，让我们续作江湖梦，以

文来当剑，明年用更妙的标题、更

好的选题去征服评委。

两获一等奖，让我悟出了一个道理

□丽水市莲都区培红幼儿园教育集团
吴旭勇

我连续 9年参加评选，一共获奖 9

次，其中一等奖3次（2016年、2017年、

2021年），二等奖4次（2015年、2018年、

2019年、2022年），三等奖2次（2014年、

2020年）。

每次获奖，周围总有同事或同行连声

赞叹，直呼神奇。

2012年我踏出校门，走上工作岗位，

迄今为止已经整整10个年头了。

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幼儿园男教师

很少，即使有也只是负责体育或信息技术。

而我，则是进入教学一线的幼儿园

男教师。园领导鼓励我：要形成自己的

教学风格，及时将自己的所思所想记录

下来。遇到培训机会，园领导总是想到

让我去参加。

牢记嘱托，短短几年，我逐渐在教育

科研上崭露头角。工作第一年，我就积极

参加课题研究和论文撰写，园领导鼓励我

参加浙江省教育教学论文评选。

因为这9次参评让我有了兴趣和信

心，在教育科研的道路上有了更多的见解

和成果。

一、聚焦探究，书写“实践性”教育教
学论文

很多人都想知道，什么样的论文才能

在省级赛事中脱颖而出？

我个人觉得，有生命力的论文一定要

包含三要素：实践、思考和理论。

实践指的是论文所写的内容作者一

定要亲历，并将过程描述出来，在实践中

梳理问题、策略和成效。

如我第一次寄送参评的《因为儿童，

所以改变——关注幼儿阳刚教育，提升幼

儿全面发展》，那时对论文的撰写还没有

摸清头脑。但由于我是一名幼儿园男教

师，亲眼见证了自己走进幼教大家庭的成

长，以及幼儿从胆怯到勇敢、从内向到开

朗的过程，于是将其梳理并撰写出来，寄

送参评，最终这篇文章获得三等奖。

现在回顾这篇论文，依然会浮现出我

带领幼儿学习、嬉戏的画面，我想这就是

论文基于实践的魅力所在。

同时，对于实践,作者一定要有思考：

解决了什么问题，获得了哪些成果？最

后，查阅相关理论知识，进行总结和提炼，

才能形成一篇好论文。

在这篇论文里，有你的经历、你的想法、你的策略，

是这些东西构成了你。

如我在2021年参赛并获一等奖的论文《STEAM

教育理念下项目化活动实践探究》，就是基于大班微项

目“极速滑板车”的实施梳理而成，文章通过“确立项目

中心”“支持项目生长”“拓展项目思维”“评价项目建构”

四步骤来梳理。

文章所述活动实施的起源、行动、评价等均为亲身

经历，最后我收集查阅了STEAM教育相关理论，从而

更好地体现了文章的理论高度。

二、聚焦热点，书写“话题性”教育教学论文
一个好的选题很重要，评委在评审的过程中会有

“第一眼效应”，如果论文的选题过于简单，或者耳熟能

详，就很难取得好成绩。

那么，如何找好切入点，让论文更具“话题性”？我

主要是通过订阅相关幼教杂志，或者关注比较权威的幼

教公众号，了解当年受到重点关注的议题。

比如，最近一年，浙江省教育厅印发了《浙江省大中

小学劳动教育实施指南》，《今日教育：幼教金刊》《山西

教育》《山东教育》等杂志发布了与劳动教育相关的征稿

通知。由此，我锁定了“幼儿园劳动教育”这个主题，参

加今年的论文评选时，寄送了《从“三式”到“三新”：幼儿

园“两园一角”劳动教育的实践探索》，并取得了二等奖

的好成绩。

观察2022年的论文获奖名单，我发现一等奖中有

多篇关于“双减”的论文，说明这些作者聚焦“双减”这个

热点，能够较为成功地吸引评委的目光。

三、聚焦切口，书写“小而精”教育教学论文
论文撰写要在“微”字上下功夫，如果选题太大，不

仅不能把观点阐述清楚，也使得文章不够有深度。因

此，要抓住小的切口，写出研究的特色来。

如我在2017年获一等奖的论文《论幼儿自主性游戏

中教师退位行为解读及策略跟进》，就是聚焦了一个非常

小的教师行为，对“当幼儿停留时——从‘主’到‘客’”“当

幼儿寻找时——从‘近’到‘远’”“当幼儿不会时——从

‘说’到‘看’”等3个观点进行充分论证，论据充足，观点

清晰，引起评委的注意也在情理之中。

为了把小的切口写好，我在办公室专门备了一个本

子和一支笔，随意记些东西，有可能是一天带班中最触动

我的事情，有可能是与家长沟通中所萌发的想法，有可能

是自己在教育教学上的困惑，也有可能是与幼儿积极互

动时的美好画面……想记什么就记什么，有时记录上百

字，有时写几个关键词即可，可长可短，没有任何束缚。

记下来的东西我会时常翻看。有时刚好解决了一

个困惑，我就会马上会翻看记录本，及时梳理总结。积

累的素材多了，就能形成一篇教育教学论文。

我一般喜欢在晚上、周末或假期整理自己的文稿，

在一个安静、放松的环境里，有了记录本为基础，花费大

约一个晚上或一个白天，我就能一次性写出一篇成稿。

我平均每个月撰写一两篇论文参评或投稿。这种

较为高产的写作方式得益于用心教学、用心研究、用心

记录。

解锁获奖论文背后的优秀密码 九
次
参
评
，九
次
获
奖
，我
是
怎
样
研
究
和
写
作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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