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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课程标准的全面实施，教师成为研究

者已经成了教育发展的普遍需求，提升教师的专

业素养已势在必行。作为教师，只有心里想着教

育科研，并参与到教育研究的过程中去，才能适

应越来越快的教育变革，才能适应自身工作所面

临的挑战，才能获得作为教师应有的职业幸福。

一、教师专业发展现状的调查研究及归因

为了切实了解教师专业发展的现状与需求，

我们作了专项调研，调研的主要形式是问卷调查。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在目前的学校教育教学中，

教育科研仍然处于“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

的尴尬状态之中，多数一线教师职业幸福指数偏

低。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由于教育科研的神秘感，使得广大教

师对教育研究望而却步，多数教师教育教学理论

知识薄弱，教育科研的研究能力不足。更缺乏在

科学理论和先进理念指导下进行实践改进的意

识，致使许多教师的教育教学研究长期处于“原

地打转”、没有进展的状态。

其次，研究型、学者型教师数量不足，研究

团队发展缓慢，大多数教师对教研不感兴趣。他

们认为评名师是极少数人的事，是专业科研人员

的任务，与普通教师无关。还不如死盯学生，盯

出成绩可以多拿奖金。应该说，这种思想正日益

成为一线教师参与科研的最大障碍。

再次，学校科研目标导向不太明确，冰冷刚

性的决策、监督、控制等科研管理制度让人心生

疑惑而却步。另外科研激励机制不健全，科研经

费有限，奖励力度偏低，精神奖励较多。

由上述可知，由于自身和外界的原因，大多

数教师都在过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重复

简单的劳动，收获着简单的满足，且这种满足感

犹如天上飘忽的云，没有定性。一句话，这样的

教师还没有找到属于自己职业的真正的幸福，缺

乏对教师这一崇高职业正确的理解。

二、提升教师的职业幸福感的举措

幸福感是一种主观感受，是需要得到满足，

潜能得到发挥，力量得以增长时所获得的持续快

乐体验。职业幸福感的获得对于从事这项职业的

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吸引。基于上述调查，我

校具体从以下四个方面，以“微火慢炖”的方式，

引领教师走上教育科研之路，让日渐流失的职业

幸福感慢慢回归教师本身。

1. 关注专业知识素养

内心的强大和充实是寻求幸福最根本的前

提。我们认为，作为一名教师，只有自身拥有高

深的专业知识和素养，才能真正不枉为人师，立

于理想职业的不败之地。同时提高他们对教育

科研工作的思想认识，做到思想到位。因此，我

们着力引导教师做到以下五个方面：一读——坚

持每天读相关教育信息、经验文章、教育专著，

二写——每周写一篇教育随笔，每学期写一份阶

段总结和一篇有价值的论文，三上——每学期上

三节与课题密切相关的公开课，四会——理念会

渗透、经验会总结、课堂会评价、方法会创新，五

多——多观察、多行动、多交流、多反思、多创新。

近两年内，我校先后派出一百多名教师外出参加

学术培训和交流，请来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方

健华博士、特级教师张学清、项阳、高子阳等来

我校作专题讲座。通过培训，用先进的理念武装

教师，实现教师的自我提高，获得精神的成长，

同时在教学实践中获得职业成功感、让原本平淡

的日子充满快乐，看到了教师的自己专业成长这

一明明白白的远方。

2. 多样化管理方式

为了呵护“草根”教师的科研热情，我们改

变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刚性冰冷的管理理念、管理

方式，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让管理多一点人文，

最大限度地关注“人”，让管理变得美丽而让人

感到温暖。面向每一个草根教师的教育科研管

从教育科研出发，提升教师职业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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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脱去其坚硬冰冷的监管外壳，“发动”和“指

导”的温情管理更有实际价值。

（1）打破限制，保护科研热情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每个人天生都是一个研

究者和发现者。教育科研工作，本来就是所有老

师“与生俱来”的职业权利。学校应放弃诸多繁

琐的管制，让教师按照自己的意愿和需要，进行

教育科研的研究，保护广大教师参与研究的积极

性？我们实行全员发动，让每个教师从自身的工

作角色出发，寻找自己着力想要解决的教学中的

问题，作为自己的课题进行研究。每个人都可以

申报，且申报课题只要有备案，只要有心研究，

来者不拒。这极大地调动了一线教师的研究热

情。

（2）降低要求，实施“民间互助”

我们拆除以往科研管理的“藩篱”，对科研

管理人员实施“身份转换”，凸显“扶持”特性，

校长室全力支持教师教育科研工作，积极提供相

关保障。每个科目结成一个联盟，联盟内的活动

由教师自愿参加，学校名师工作室连同科研人员

组成“师傅团队”，提供指导帮扶。

联盟采取“广告”“鼓动”而不是以“通知”“命

令”的形式，搜集课题，聚集草根课题研究者，形

成典型的“民间科研团体”。原先管理组织中的

权力干预，演变为“民间互助”，由此逐渐拆除摆

在基层教师面前的科研门槛，构成了“金字塔”

形的引导框架，形成了草根带动草根，思想激发

思想的互动效应。将“潜伏”在教育战线最底层

的科研力量激活，活动中，老师们慢慢感觉到，

原来教育科研工作也可以如此温馨而有趣，深刻

而美好，教育科研就在我们的工作之中。做好自

身应该做的教育教学研究工作，就找到了属于自

己的幸福。结构简图如下。

3. 开展科研活动

（1）小课题研究。小课题研究是教师专业

发展的必需。提高教学质量是教师专业发展的

重要追求之一，而教学质量的提高，既与理念经

验等宏大要素有关，也与日常教学中一个个小

事件、小问题有关，所以教学中出现的小事件、

小问题不应该忽略。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引

导教师树立“问题即课题，学校即研究中心，教

师即研究者”的观念，把自身教育教学生活中遇

到的这些小事件、小问题提炼为一个个小课题，

并以此为起点，在实践中研究，在研究中实践，

边实践边研究。通过小课题研究，“民间科研团

体”的共同协作，共同探索，提升教学的质量，

促进教育的良性发展。同时，这种以小课题设

计与实施为载体，让教师学会聚焦问题，找准研

究的目标，厘清思路，选择方法，运用科学理论

去遴选解决问题的方案。另外，我们还经常鼓

励教师书写教育日志，把一时的顿悟、棘手的问

题、鲜活的案例等记录下来，以此促进教师反思

能力的提高，同时为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正是

在不断的研究与实践中，在不断的理性思辨的

基础上，教师们进一步正确全面地认识了教育，

优化了教学实践，提升了教学效果。教师真心、

用心参与到教育研究和实践中去。所以，小课

题研究不仅革新了教师日常的教学行为，实现

教师自我研究水平的提升，更提高了教师职业

幸福指数。提供助力，设置“能量供给站”。当

多数教师对教育科研产生了兴趣，进了科研的

门槛，如何留得住他们？我们认为，应该在教学

研究的过程中，及时提供他们“能量”，设置相

应的研修团队。由“名师工作室”“科研协调小

组”组成“研修团队”，这作为学校科研组织的“移

动作坊”（哪里需要就到哪里，且定期分别到各

组交流指导），引领教师的教学研究从散乱的无

意识状态转变成主动的有意识状态，使一线教

师由远离教育教学研究到愿意研究，勤于研究，

而且善于研究，从而逐步成长为富有研究精神

的教育实践者。同时学校定期开展的教学研讨

活动，为教师随时随地地进行生成性的研究提

供丰富的展示平台，拓展了教师的研究视野，激

活教师自我参与的兴奋点，达到借助“群智”，

丰富自己、提高他人的宗旨。校园中慢慢形成了

教师自我发展、自我提升、自我创新的内在运行

机制。同时，老师们也深刻认识到：潜心教育科

研工作，才能延长我们教师职业生命的长度，让

我们无论身在何处，都不会迷途，我们才真正收

获属于我们自己的职业幸福感。这种美好而上

教科室

实验年级

其它学科组

实验年级

数学组

实验年级

语文组

其它学科联盟数学联盟语文联盟

名师工作室

校长室

科

研

纵

横



总
第309-

310

期 
2016

·7B
/8B

97

︼｜

进的思想行为慢慢感染到校园里每一位教师，学

校也逐步形成了“人人有课题，个个能研究，师

师有特色，年年出成果”的良好氛围。仅 2015

年一年，我校就有二十位老师申报县级课题，

并成功立项。两位老师申报的宿迁市规划课题

“全面发展目标关照下的小学语文课堂文化建

构研究”“数学文化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渗透的研

究”已批准立项，目前，这些课题都正在潜心研

究中。笔者主持的江苏省十二五规划课题“‘五

环·三步’教学模式研究”已顺利结题，相关论

文《从关注“教”到关注“学”》《“学—导—习”

语文课堂教学模式的建构》等先后在《江苏教育

研究》《语文世界》刊物上发表。

（2）科研论坛活动。教师教育科研能力的提

升需要有源源不断的自身学习动力，需要有外力

的帮助和扶持，更需要适时的展示交流，才能避

免因枯燥乏味的研训学习带来的职业倦怠感。我

校定期开展的“阅读沙龙”活动、“咖啡论坛”活

动、“展示颁奖”等交流形式的活动，为广大教师

交流思想、碰撞智慧创造了条件，更为他们在研

究过程中收获持续创生的“实践智慧”保驾护航。

由此，教师在自身教育科研能力提升的同时，更

收获了作为教师的幸福。

三、在不断思考和实践中收获可持续增长的

幸福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如果你想让老师

的劳动能够给教师带来乐趣，使天天上课不至于

变成一种单调无味的义务，那你就应当引导每位

教师走上从事教育科研这条幸福的道路上来。”

教师从事研究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改进教育实

践，更是在不断地实践、不断地反思中优化教学

工作，提升自己的教育科研能力，促进自我专业

化发展的同时，获得职业幸福感。我们的举措意

在引发教师对教育科研的热情，引发教师对自身

工作进行理性的思考，深刻的反思。同时通过实

践与反思的循环往复，螺旋上升，将研究与行动

相结合，克服了理论脱离实际的弊病，有利于教

师发现真实的问题，在真实的研究实践中寻求切

实的解决方法。可以说，教育科研的提升，也改

变了教师的生活方式，提升了教师的精神境界和

思维品质。

教师专业能力的成长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其教育科研能力的提升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螺

旋上升的过程。每一位教师都应该以研究者的

姿态，在对日常教育的“探索与思考”的过程中

不断地更新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才能顺

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才能成为具有教育智慧的优

秀教师，也才能真正收获可持续增长的稳稳的幸

福。

（杨 波，宿 迁 市 泗 阳 众 兴 实 验 小 学，

22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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