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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筛选法

问题筛选法是指教师对学科教学

领域内收集到的各种问题
,

经归类整

理
,

分析其重要程度和意义大小
,

确定

其研究价值
,

从中选取价值明显且适合

自己研究的问题转化成课题
,

它是一种

较常用的方法
。

问题筛选法要求教师具

备发现问题的意识
,

具有把握核心问题

的能力
。

问题能否成为课题
,

须从以下

几方面去分析 一是看
“

问题
”

是不是学

科教学领域内的问题 二是看
“

问题
”

到

目前为止是不是已经解决了 三是看

“

问题
”

是否具有普遍意义 四是看
“

问

题
”

的研究范围和任务是不是集中
。

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是指教师对收集而来

的研究资料 研究成果 进行分类整理
,

并对其进行归纳与演绎
、

分析与综合后

获得相关研究信息而选择与确立课题
。

这种方法要求教师具有长期的资料积

累基础以及对相关研究资料的处理能

力
。

如 《优秀教师教育叙事策略的研

究 》是一项市级课题
。

我们之所以开展

该项研究
,

是因为对同类文献资料研究

后得出几个结论 一是目前教师叙事研

究已成为教师专业发展的又一条途径
,

但已有的研究资料表明
,

这种叙事对象

没有特指优秀教师
,

而是指全体教师

二是目前较多的研究成果集中在
“

叙什

么
”

的案例
,

较缺乏
“

如何叙
”

的案例
,

即

叙事策略 三是目前优秀教师的经验传

承一般还限于师徒带着教或现场展示

等渠道
,

很少有借助教育叙事研究方法

与手段
,

结合具体的教学情境和问题
,

让优秀教师叙述相关的教育故事
,

进而

实现传承优秀教师经验的做法
。

《优秀

教师教育叙事策略的研究 》正是在分析

同类研究信息的基础上
,

抓住了它的一

些薄弱之处而逐步确立起来的
。

成果总结法

成果总结是指学校或教师在总结

前期研究成果 包括一些课题研究的工

作方法或措施等 的基础上
,

挖掘或寻

找可以进一步深人研究的主题 内容
。

该方法也是推广与应用学校或教师科

研成果较为有效的一种做法
。

主题分解法

主题分解法就是围绕某一较大的

主题
,

对其进行具体分解与细化
,

在分

解与细化的过程中逐步选择适合自己

研究的课题
。

如对于绝大多数教师来

说
, “

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

是一个较为宽

泛也是无法胜任的研究主题
,

必须对其

逐步分解与细化后
,

才能寻找到适合于

教师研究的课题
。

以一级主题
“

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

为例
,

其二级主题有 教材使用的有效

性
、

教师教的有效性
、

学生学的有效性

等三个主要方面
。

二级主题可再分解与

细化出一系列三级主题
,

包括习题选择

与使用的有效性
、

教师课堂提问的有效

性
、

复习课的有效性
、

课堂练习 反馈

的有效性
、

多媒体使用的有效性等
。

我

们还可以进一步分解与细化出四级主

题
,

包括几种课堂提问方法的比较研究

次序提问法
、

对比提问法
、

铺垫提问

法
、

综合提问法
、

连环提问法
、

迁移提问

法
、

逆向提问法等
、

适合不同年龄段学

生的课堂提问方法 高中段
、

初中段
、

小

学低段
、

小学高段 等
。

围绕四级主题可

以确立适合于教师研究的课题
,

如 《语

文课堂教学中次序提问法和逆向提问

法的比较研究 》
。

这样的课题研究切口

小
,

易于教师深人研究
。

热点聚集法

热点聚集法就是围绕当前课程改

革的热点问题
,

结合自己的工作特点或

学科特点
,

寻找出核心问题加以研究解

决
。

这也是一种常用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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