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点迷津

□嘉兴市第一幼儿园 徐 欢

每年参加浙江省优秀教育教学论

文评选的论文数以万计，想要脱颖而出

是难之又难，4次参评并获奖，让我有

了更多的信心，也积累了一些经验。

一、标题明确，强调可读性
由于参评论文数量巨多，评委们要

在短时间内大量阅读和筛选，是一项庞

大的工程。在这样的背景下，论文的标

题就显得很重要。

每年获奖名单公布的时候，我都会

认真研究获奖论文的标题。我发现，有

很多标题十分抓人眼球，而且一看就能

明白作者的研究思路。

论文的标题不宜写得太长太烦琐，

这会增加阅读的复杂性。我个人比较喜

欢用“关键字+研究内容”这样的格式书

写，如《“境玩创享”：小班“泥趣”教学的

策略研究》（2021年一等奖）、《起承转合：

基于“禾城资源”助推大班建构游戏水平

的研究》（2023年一等奖），既减少了读者

的阅读时间，又把整篇论文的研究过程、

研究方向等直接呈现在标题上。

也许评委在阅读标题时会好奇：你

是怎么建构游戏研究的？你所说的建

构，其层级关系是怎样的？等等。

标题完成之后，按照标题指引的方

向去写作，就会让文章整体上脉络清

晰、工整有序、可读性强。

二、图文并茂，注重真实性
论文写的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以及获得的成果。在大框架

不变的情况下，要体现论文研究的真实

性、幼儿成长的过程性。

如论文《“境玩创享”：小班“泥趣”教

学的策略研究》写的是：我在带小班的过

程中发现有关泥工活动的真实问题。

我把这些问题梳理之后，查阅相关

的文章，结合班级的特点，设计“境—玩—

创—享”四个步骤来逐步开展小班泥工

活动，解决所发现的问题。经过一年大

量的泥工活动，积累了大量的幼儿活动

照片和视频，所有真实发生并记录的研

究内容构成了这篇论文。

在书写时，不仅着重于文字的斟酌，

还会以思维导图、流程图、鱼骨图等形式

呈现；如果用数据支持，不仅能增加阅读

的舒适性，还更能体现研究的真实性。

三、破旧立新，立足创新性
很多教师为了跟随潮流，采用当下

最具热度的选题，如“双减”、项目化、劳

动教育等。我当然也会考虑这个问题，

但不会将其放在第一位。

热门选题固然好，获奖率也可能

高，但如果对选题理解和把握不深，盲

目尝试会适得其反。因此，我只写自己

较为擅长的领域，研究保育教育过程中

真实凸显的问题。即使是老问题，也不

必担心，可以用新办法、新理论去解决。

选题以本地特色为研究方向更切

合实际，活动的开展和研究也更为方

便。如我的论文《起承转合：基于“禾城

资源”助推大班建构游戏水平的研究》

和《探创续：乡土资源在班本美术课程

中的实践研究》（2022年三等奖）都是

基于利用本土资源，在幼儿建构、幼儿

美术这些领域开展研究。

初稿写完之后，如果没有什么新的思

路，我一般不会立即修改，而是选择放置

几天，故意遗忘它。忘记所写的东西后，

重新去审视时，就可以用全新的视角去思

考，修改起来也会事半功倍。

编者按：徐欢老师是近年崛起的“摘奖新贵”，仅参评4届，连续4次获奖，获得一等奖3个（2020年、2021年、2023年），三等奖1个

（2022年）。近10年来，幼儿园科研水平获得评委瞩目，要在高手云集的省级评选中杀出重围，年轻选手怎样聚集优势、避开劣势，希望

她的分享能给予我们启发——

立足本土资源 解决真实问题

策论当下

□本报记者 池沙洲

从2020年开始，浙江省优秀教育

教学论文评选投递数量出现井喷态

势。至2022年，论文数量超过2万篇，

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就翻了一番。

与教师们的参赛热情相颉颃的，是

教师们对若干研究选题的关注度。记

者采用关键词搜索的方式，对2021年、

2022年、2023年的参赛选题占比进行

估算，连续3年投递数量排名前3的选

题为：项目化、单元整体、作业改革。

项目化和单元整体选题受到官方

文件的引领。

2019年颁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教

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

中明确提出：“探索基于学科的课程综

合化教学，开展研究型、项目化、合作式

学习。”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

（2022年版）》中也有“探索大单元教

学，积极开展主题化、项目式学习等综

合性教学活动”的表述。

而2021年开始的“双减”，使得作

业改革选题呈现爆炸性增长。

三者之中，项目化选题当仁不让地

拔得头筹。

然而，设置潮流选题并不等于把论

文放进了保险箱。既然是评选，就一定

会有淘汰。从2022年的二次入围率

（复评结果）来看，作业改革为32%，与

项目化的78%相比非常悬殊。数据揭

示了作业改革选题的虚高——瓶子是

旧的，酒也是旧的，只是瓶子外面贴了

“双减”的标签，最终被评委识破，论文

大面积跳水。

反观项目化的高入围率和高稳定

性，实际上，已经不能将其当成潮流选

题来看。

由于官方文件中缺乏对项目化学

习的具体指导，留给权威人士的学术阐

释和一线教师的实践研究空间异常宽

广，以至于一些教师在研究中自行其

是，步入误区。

一、此PBL，非彼PBL
有些教师喜欢将项目化学习表述

为PBL，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因为一

旦文章中出现了英文缩写，就得解释清

楚。麻烦的是，PBL有两个，一个是基

于 问 题 的 学 习（Problem- Based

Learning），另一个是基于项目的学习

（Project-Based Learning）。

虽然从英文全称看，后者才是项

目化学习，但张冠李戴的情况经常出

现。有的时候，文章里虽然英文全称

正确，但由于作者不明就里，介绍后者

的历史源流和主要特征时，却移植了

前者的内容。

两者虽具有一些共同点，比如以学

生为中心、主动学习、深度学习、强调合

作等，但毕竟不是一个东西，前者于20

世纪60年代产生于高等医学教育的临

床实践中，后者适用于基础教育领域，

产生的时代较晚，将一众教育大师如杜

威、皮亚杰、蒙台梭利等奉为鼻祖。

在后者的实践过程中，也会用到前

者；或者可以说，后者包含了前者，因此

才导致了混淆。

总之，项目化学习之名如雷贯耳，

用PBL指代纯属旁生枝节，矫情装样，

自我挖坑；结果不但不能为论文增色，

反而增添弄巧成拙的风险。

二、将主题化当成项目化
有一年秋天，一所很有名的学校举

办了一次全校性的教学活动，取了一个

浪漫的名字叫“秋天里的叶子”，号称项

目化课程。

活动当日，全校师生从校外捡来各

种树叶，堆积在操场上。接着，各个教

室关起门来上课，语文课写树叶，数学

课量树叶，美术课画树叶……

在项目化学习的众多特征当中，排

除与其他学习方式的共性，最容易体现

其独特性的特征有两个：一是跨学科学

习，二是真实应用场景。

这个案例无法满足第一个特征。

虽然活动有多种学科参与，但只是围绕

着同一个主题，分学科、分班级上课，属

于内容逾常而方式不变的常规教学。

不是一个项目多种学科，而是一个

主题多个项目。前者是项目化学习，后

者是主题化学习。正如官方文件中所

说“积极开展主题化、项目式（即项目

化）学习”，可见主题化是与项目化完全

不同的学习方式。

“秋天里的叶子”甚至不属于主题

化学习，因为整个过程由教师主导，而

不是以学生为中心。学生的学习并没

有聚焦在同一个项目上，当然也不会融

合运用不同学科的知识。

这是一个主题教学活动，为了趋

时，戴上了一个项目化学习的帽子。这

样名实不符的“冠名仪式”在教育领域

随处可见，有的是无意而为，有的是装

作无意。

三、单枪匹马难成项目化
正是因为项目化学习的这种跨学

科属性，其研究课题很难凭教师一人之

力完成，很多时候需要学校科研部门或

校级领导来进行顶层设计，组建团队，

做好统筹。

一线教师单枪匹马开展项目化学

习研究，只有一种情况下可行，即该教

师具有两种（含）以上的学科背景。

因为，各学科都有自己的学科标准

和学科边界，学科教师需要有学科尊

严，要维护本学科的专业地位。

当教师进行项目化学习的研究时，

一步“跨”出去，往往就跨进了自己不熟

悉的学科领域，不仅两眼一抹黑，而且

会贻笑大方。最可惜的是，浪费很多时

间精力做了无用功。

曾经有一个时期，对小学语文教材

的批判成为一种风尚。有一位名师将

这种批判扩大化，要拿经典科普课文

《两个铁球同时着地》开刀。

伽利略用两个大小不等的铁球做

实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权威结论。

这位语文名师竟然也想做一个科学实

验，试图推翻伽利略的结论。

他带领学生爬上教学楼的顶层，将

一瓶未开封的矿泉水和一个矿泉水空

瓶同时扔下。他看到了他想看到的结

果：满瓶比空瓶先着地。于是，他兴高

采烈着手撰写教学论文。

但他没有想过的是，伽利略为什么

要吃力地将一个10磅重和一个1磅重

的两个铁球搬到比萨斜塔上，而不选用

更为轻便的水瓶或水袋呢？难道是伽

利略不如他聪明？

语文名师的实验过程中，他没有请

教本校的科学教师，也没有复习相关科

学理论，为翻案而翻案，为成名而成名，

就这样从自家的田跨进别人的田，却扎

扎实实地从田埂栽进了水渠。

虽然，你经历过完整的基础教育，

但不能排除当年学艺不精、知识覆盖不

严、时间久有遗忘等各种可能。因此，

只有谦虚谨慎，对学科抱有敬畏之心，

在学术书写中秉持一丝不苟的严谨，才

能保证论文的质量。

四、情境教学不是项目化
自从20年前新课程改革以来，情

境教学就进入了广大教师的视野。但

相对于真实场景，情境毕竟只是一个不

得已的选项。教育回归真实的生活，是

教育者们毕生的追求。那么情境就只

能是“真实”的替代品，而非真实本身。

有一位教师上语文课《搭石》，突

然想起离学校 500 米左右就有一处

搭石。于是特地抽空跑去拍了照片，

回来在课堂上展示给学生，名曰“制

造情境”。

这就是典型的“捧着金饭碗讨

饭”。既然有如此得天独厚、近水楼台

的教学资源，何必再用多媒体这种“古

老”而土味的方式教学？完全可以将课

堂搬到野外，开展项目化学习活动，让

学生在真实场景中学习，并将学习的主

权还给学生。

这节课从此可以固定下来，成为学

校一项独特的教学传统。

其实，现在各地学校的条件远胜往

昔，项目化教学资源充沛丰富。比如，

很多学校都建有农业种植基地或畜牧

业养殖基地，这是项目化学习活动的天

然平台。

需要留意的是，学校在带领学生劳

动的同时，课程意识不能缺。

将劳动升级为课程，将农业资源转

化为课程资源，这才是项目化学习研究

应该有的样子。学生在劳动的过程中，

可以撰写观察笔记、统计气候数据，在

收获节、美食节、义卖节等活动中发挥

绘画、表演、理财才能。将语文、数学、

科学、美术等各学科熔于一炉，才能极

大程度地提升学生的各项核心素养，助

力学生全面成长。

项目化学习需要澄清的误区
经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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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封锁线穿越封锁线

温州市第四幼儿园一直致力于研究开发情境体能活动课程，在
体能活动中梳理出零教具（身体）、One教具（一物多玩）、原教具（大
型滑梯、攀爬架）、旧教具（废旧材料）、多教具（多种材料组合）等样
态。近日，该园以健康节为契机开展教师优质课评比活动。图为中
班情境体能活动“穿越封锁线”，教师利用弹力带设置关卡，着重落实
幼儿跨、钻、爬等动作技能。

（本报通讯员 金 笛 金晓群 摄）

□绍兴市上虞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上德校区 祝浩军

如何写论文呢？写论文要从选题

开始。

根据选题，确定一个准确、简练、醒

目、新颖的标题，标题取得好，就会吸引

读者去阅读和学习。

引言部分是论文的精髓，要字斟句

酌、清晰而概括地写出论文的意图，即说

明自己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主体部分是说明自己观点和做法的

可行性，要有理有据、符合逻辑。为此，

在撰写主体部分之前，要给主体列一个

框架，相当于论文的骨架。

论文的素材不应是临时准备的，而

是平时自己从随处可见的教育教学现象

中选择的，采集数据、访谈记录、如实描

述，通过分析、比较、概括，逐一提出自己

的论点，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方法

和策略。

最后，要以精练的语言揭示出一些

规律，提出努力方向或以深刻的反思引

领读者去思考。

动手写一篇论文，整个过程下来，应

该不用一周。

很多教师认为，写完成效与反思，

或者说结论部分后，论文也就完成了。

其实不然，这只完成了一半。作者还需

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论文，不断地修改与

完善。

如何修改论文呢？我认为，要在写

完之后的两三天内进行二次修改，顺着

原有的思路把内容写深刻。

首先，审视论文结构。要从头到尾

通读，看布局是否虎头蛇尾，论据是否充

分可信，观点是否前后一致。

其次，梳理逻辑关系。看章节之间联系是否清楚，记

录数据是否鲜明准确，案例描述是否典型鲜活，文献查找

是否全面周到，语言表达是否通俗规范……各方面都要

逐一推敲。必要的话，舍弃多余的叙述，让论文的观点更

集中、内容更清晰。

最后，诚邀高人审阅。如果觉得自己的论文已经达

到变成“铅字”——可以发表的程度，可以邀请他人品鉴

和指正，比如转给自己的同事、本学科师傅、教育界专家

等，让他们帮你检查文句，提出建议。经过一番集思广

益、修改完善，论文中的观点和经验将更具有可读性和借

鉴推广价值。

论文表达需要有创意，如何做到呢？

我认为，最主要的是需要真实的实践和深刻的感

悟。从教多年，我一直负责小学数学教学，认为好的数学

课堂应该让学生课前有期待、课中有互动与收获、课后有

思考的余味和追求。

基于这样的教学理念，从2016年9月开始，我在四

年级课堂中尝试“双动”课堂的探究，即在常态课堂中增

加学生活动环节，创设师生、生生之间互动的教育情景。

“双动”课堂教学模式以动态、开放为特征，课前学生

预习、教师做题，课中学生讲题、师生互动，课后限时作

业、撰写学习报告，采取以“活动”和“互动”为基础的教学

策略，实现“课程的活动化”和“课堂的互动化”，努力让每

个学生爱上数学，成为学习的主人。

经过两年多的实践和改进，至2018年末，我将几年

的经验和反思整理成论文《数学核心素养导向下小学高

年级“双动”课堂的研究》（编者：该文作者为第二署名，当

年作者第一署名论文为《核心素养下的综合实践活动课

程的指导策略》，获一等奖）。

又如，最近10多年，我分管学校的教学工作：课程

改革、评价改革、在线教学、“互联网+”教育……岗位责

任驱动我必须学习和钻研，根据校情、师情、学情创造性

地推进工作，探索具有自己学校特色的管理策略和教改

之路。

不少工作都是经过前期调查、论证和策划的，在实

施过程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事后反思总结，对当

时的应对策略所取得的感悟甚至醒悟，往往包含着教育

的真谛。

2018年春节前夕，我开始就低段学生“游考”活动列

出基本框架，逐一填充“非纸笔测试”素材，引用理论依

据、政策要求及同行案例，用一周时间写完《智慧游考：

“游”出智慧，“考”出素养》，当年获得二等奖。

2021年，《数字化“舜童活学”课程云端共享的实践

探索》一文，是基于疫情下在线教学与课程开发情况，将

学校“数字化微课建设”创新实践的策略与反思加以系统

阐述，经过几轮修改完善，获一等奖。

因此，写论文要摆正心态，也就是说，不能为写论

文而写论文。一年一度的参评过程，可以看作是对自

己创造性教育教学工作成果的检测。在忙碌的教育教

学工作之余，静下心来，从具体实物中看出共性的东

西，将真实的教育经历和深刻的内心感悟写出来，将符

合时代性、前瞻性的所行所思供伙伴同行借鉴复制，有

那么多的专家学者审阅我们的论文，这是何等荣幸的

事情。

不必刻意追求奖项高低，因为教育人生没有满分。

每个教育者都背着一个永远装不满的筐，一路前行，

一路采摘，步履不停；这样勤思不辍，好学不倦，追求不

懈，果实才会越采越多，自己才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教师。

教
育
人
生
没
有
满
分

编者按：祝浩军老师参加浙江省优秀教育教学评

选共8次，均获奖。有意思的是，他在2009年之前获

得过3个三等奖；2009年之后，有一个长达9年的间歇

期，没有参加评选。2018年开始，祝浩军强势回归，厚

积薄发，5次参评，获得3个一等奖（2019年、2021年、

2022年）、2个二等奖（2018年、2023年）。下面请他为

大家分享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