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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学校教育科研工作的应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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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仕 红
（仪征市实验小学，江苏 仪征２１１４００）

［摘　要］“科研兴校”是教育改革赋予学校新的理念，也是学校发展应确立的重要方略。教育科研是学校发展

的助推器，在学校内涵发展、教师专业发展、学生全面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江苏省仪征市实验小学加强学

校教育科研机构建制，健全教育科研管理体系，努力探索教育科研工作的新途径，开展教育科研活动。具体包括充

盈教学活动，提升教研能力；扎实课题研究，提高科研实效；加强校际交流，拓宽科研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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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是学校发展的助推器，在学校内涵发展、教师专业发展、学生全面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

作用。［１］因而教育科研工作成了学校一项重要工作。近几年来，我校加强学校教育科研机构建制，健全

教育科研管理体系，努力探索教育科研工作的新途径，开展教育科研活动。我们以活动为载体，活动搭

平台，活动促研究，积极开展教育科研活动，努力提升教育科研品质，促进了学校教育科研水平的整体

提升。

　　一、充盈教学活动，提升教研能力

教育科研工作是学校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学校发展、提升学校办学层次的生命之基、
力量之源。一所学校要办出水平、办出特色，就必须强化教育科研工作，以教育科研引领学校发展，使学

校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仪征实小是一所百年老校，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我们深知：课堂是教学的主阵地。多年来，面对

新课改，我们立足课堂，进行了校本活动的有效探索，在活动中培养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教师教育研究

能力。

１．独具特色的“乐仪大讲堂”

２００５年秋，我校就开始隆重 推 出“乐 仪 大 讲 堂”。它 立 足 草 根，贴 近 一 线，一 改 以 往 教 研 活 动 中 专

家、领导一言堂的现象；每次开讲，大家聚在一起快快乐乐交流，“君子相交，乐且有仪也”。
“乐仪大讲堂”开展“某某教学有话说”系列活动，这是一个既有专家引领，又有同伴互评的对话、交

流平台。真实最具魅力，最能吸引听众，也最能引发同伴深度研讨。在研讨活动中，教师自由发言，随性

演说……校内草根专家应运而生，教育科研活动生机勃勃。
“乐仪大讲堂”还搭建教育沙龙平台，广开言路。２０１４年１月“班主任工作经验分享”让学校教师至

今难忘，这也正是学校承担江苏省“十二五”规划课题“少先队辅导员职业生涯规划与专业发展的研究”
的实践之一。校本活动，为学校教育科研工作注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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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有挑战的“秉章杯赛课”
为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促进课堂教学研究的深入，从２００７年起我校开展了以原学校校长、省特级教

师陈秉章名字命名的“秉章杯”青年教师赛课活动，旨在促进我校青年教师专业化成长，全面提高课堂教学

质量，提升广大教师的专业素养。２０１５年４月６日起，我校举行了第九届“秉章杯”青年教师赛课活动。本

次参赛活动涉及小学所有学科，６４位赛课选手认真备课，精心设计教案，请师傅指导，赛前试讲，做足了充

分的准备，呈现出了一堂堂精彩纷呈的优质课。“以竞赛促成长”，提升了教师的教育教研能力。
学校校本活动的积极实践，优化了教师的教学生活，实现了教育教学与科研的有效融合，提升了教

师的教育科研素养。［２］同时，校本活动的不断传承与创新，也彰显了学校教育科研工作的特色。

　　二、扎实课题研究，提高科研实效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如果你想让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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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乏味的义务，那么你就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教学研究这条幸福的道路。

２００６年，南京市首开先河，开展教师“个人课题”研究，把“专家教授的教育科研”转向为“普通教师

的教育科研”。［３］这种研究，大多是学科教学研究，强调教师的主体性，强调个人反思，降低了重心，使教

育科研走下“神坛”，成为普通教师的一种生活方式。
几年来，学校以课题为抓手，扎 实 开 展 各 级 各 类 课 题 研 究。我 校 目 前 承 担 江 苏 省 重 点 规 划 课 题３

个，江苏省教研立项课题１个，江苏省规划立项１个，扬州市级立项课题５个，仪征市级课题７个。课题

的研究促使我们规范过程管理，注重研究实效。
学校规范课题过程的管理，主要坚持开展课题“五个一”活动，即：期初制订好课题研究一个阶段的

计划；每月参加一次教科研例会，汇报自己的课题研究情况；课题组每学期围绕承担的课题上好一节实

验课，总结成败得失；写好一个课题案例；撰写一篇课题论文。课题的管理很好地解决了教学与研究两

张皮的问题，让教育科研成为教师的自觉行为。
多样的课题系列活动，调动了学校教师积极参与课题研究的积极性，目前，学校有近８０％的教师参

与了其中某一项课题的研究。课题活动的开展，引领更多的教师积极参与教育科研。

１．凤凰论坛”有效读写

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３—１４日，第七届凤凰语文论坛暨读写互动课堂教学观摩研讨活动在仪征举行，我校

承办了此次活动。当初学校主动承担这一活动，旨在推动江苏省“十二五”重点规划课题“生活教育理念

下师生共同开发与使用习作资源的实践研究”的深化研究，促进儿童有效读写。利用本次儿童有效读写

指导课，我们进行读写资源开发与使用的实践研究的教学探索。本次活动为观摩教师拓宽了教科研视

角，启发了大家对读写互动的新思考，更推动了学校课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２．“板书竞赛”练就技艺

为了促进教师练好粉笔字、用好板书，同时推动江苏省规划重点资助课题和省教研第九期立项课题

“小学语文教学板书功能拓展与深化的实践研究”深入研究，学校与仪征市新城中心小学、月塘中心小学

等网上结对学校举办了语文教师粉笔字板书比赛，同时由不同学校的课题组老师执教了研究课。此项

活动得到了国家课程标准苏教版小学语文教科书编委会、南京凤凰母语教育科学研究所和《七彩语文写

字》编辑部的关心和指导。
专家对我校课题研究经验在课堂中的实践和转化给予充分肯定，认为两节课的教学板书能够将编

者的意图、教者的思路和学生的学习过程清晰地展示出来，达到“书之有用、书之有据、书之有度、书之有

条、书之有时、书之有择”的教学效果。这次活动，不仅提高了教师写字的兴趣，更促进了板书课题向纵

深发展。

３．“课题现场”展示思维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９日下午，扬州市教育局名师工作室、仪征市课题研究观摩暨现场培训活动在仪征实

验小学举行。参加此次活动的有仪征市教育局、市教育科学研究所领导及全市各校教科研负责人、各级

各类课题主持人和扬州名师工作室小学数学工作室成员。
本次课题研究观摩暨现场培训活动，展示由江苏省特级教师张秀花主持的省“十二五”重点规划课

题“发展学生数学思维的教学策略研究”的研究过程和成果，对广大教育教学科研工作者进行课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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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场培训；通过课题观摩课向大家展示如何将课题研究与课堂教学紧密结合，实现以课堂实践促进课

题研究，以课题研究提升课堂实践。

　　三、加强校际交流，拓宽科研平台

反思我们的教育科研工作，长期以来，不少人往往都是在说教育科研和看教育科研，而不是做教育

科研和示范性引领。事实上，不少教师最需要的就是“请做给我看”的教育科研。一位老师曾对教科研

人员说：“可否请专家老师上一堂课让我们学学呀？”老师们对“示范型”教育科研的渴求之情可见一斑。
“我做给你看”，应该成为当前教育科研的显著特征。［４］而交流活动，正为我们的教师积极投入教育科研

创造条件。

１．相约实小，共话语文

为了加强中小学语文教学的衔接，促进中小学教师之间的相互交流，提高教学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５日上午、２０１５年３月９日，仪征市实验中学和实验小学“相约实小，共话语文”研讨活动

在我校举行。此次活动的举办，打破了中小学教研及教学之间的“隔”，通过听评课这一窗口，让中小学

语文老师对语文课堂教学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两校教师都觉得这样的教学研讨活动实在有效。

２．佳课有约，共同成长

为了促进学校和教师更好地发展，我们积极开展校标间联谊活动。我校与仪征市大仪小学、马集小

学、陈集小学、大巷小学等多校开展联谊活动。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７日，我校与实验小学西区校开展了“佳课有约，同课异构”活动，两校分别执教了语

文、数学、英语三节课，随后，同学科教师聚在一起就“同课异构”进行研讨。这种活动的开展，不仅增进

了兄弟学校间的友谊，更重要的是相互学习和借鉴，利于共同成长，为学校教科研活动的深入开展起到

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３．城乡结对，网上互动

网上结对是扬州市教育局为缩小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差异于２００９年４月提出的一项创举。即借助

互联网，连接城乡学校、串联城乡课堂、牵手城乡教师、挽手城乡学生，将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实现教

育公平的美好期望逐渐变为现实。按照扬州市教育局安排，我校抓住网上结对契机，与新城中心小学、
月塘中心小学等学校进行城乡网上结对。利用网络平台，我们观课研课，探讨教学困惑，开展课题研究。
我们的江苏省“十二五”规划的板书课题、数学思维课题都邀请网上结对学校参与研究，教师板书竞赛活

动也邀请城乡结对学校共同参加，努力形成“网络为媒共教研，城乡携手齐发展”的科研态势。

４．名师引路，拓宽平台

目前，我校有江苏省特级教师２名，扬州市特级教师１名，扬州市级骨干教师３１人，仪征市级骨干

教师２３人。我们有扬州名师小学数学工作室领衔人张秀花，有３位教师参加了工作室，有３位老师加

入扬州小学语文工作二室，有８人参加仪征市骨干教师研究力提升工程，５人评为省市特级教师培养对

象……学校借用这些机缘，充分发挥名师效应，为更多教师的发展搭建立体平台，促进更多人走上专业

成长之路。

２０１５年春学期，学校顺利承办了扬州市德育年会暨品德课堂教学研讨会、扬州市教育局小学“数学

讲坛”、扬州市“英语说上课”研讨、江苏省“农村小学骨干教师”培训等活动。借助一次次的活动契机，学
校组织教师积极参与学习与互动活动，促进教师教育科研的主动发展。

学校教育科研工作任重而道远，但教育科研点点滴滴的实践也使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教育科研”并

不遥远，它就在我们的日常教育教学中，“教育科研”并不高高在上，它就在我们的实践反思中！在教育

科研的路上，我们需要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因地制宜，开展多样的活动，发挥教育科研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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