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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巴山区小学教师“教研分化”问题的对策探究

———基于行动研究的思考

李 光

（汉江师范学院 教育系， 湖北 十堰 442000）

摘 要：本研究通过对秦巴山区小学教师教育研究现状的个案考察，总结出“教研分化”是当前小学教

师教育研究工作的问题之本.基于对教师教育研究工作的独特性和行动研究天然特质的分析，提出在山区

小学开展行动研究，是解决教师教育研究中“教研分化”问题的有效路径.进而通过与一线小学教师合作开

展行动研究项目，和对已有的行动研究项目的分析，探究提升小学教师行动研究质量的对策.即培养教师

在行动研究中的“自主问题视野”、生成教师在行动研究中的“深描意识”、增强教师在行动研究中的“反思

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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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问题的提出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这句经典的教师

论述业已成为教师角色定向的写照，人们习惯于从

中解读这句话所象征的“教”的涵义，而对真正推动

“教”的核心因素“研”认识不足，使其长期游离于教

师工作的边缘场域.

20 世纪 60 年代，“教师即研究者”运动使“研

究”开始进入到教师生活的正轨，并由此开启了教

师教育生活的个人创造时代.教师不再是在教育过

程的单调循环中复制一般意义的工作，而是在研究

中生成新的生活意义，不断构建属于自己的生活世

界.正如教育学者李润洲、张良才所言“正是教育生

活的创造性才使教师的人生意义不断生发，才使教

师的教育生活变得丰富而充实.”[1]

近年来，教师的研究工作日益成为教育关注的

升温话题，并开始成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力

量.《小学教师专业标准》将“反思与发展”视为教师

专业能力的重要领域，提出“针对教育教学工作中

的现实需要与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的专业要求.

山区教师由于经济发展和地域特质的原因，决定了

教师专业发展更多的依靠个体的实践反思，而非外

物的支持协助.基于此，山区教师的教育研究现状

如何，是一个值得关于的问题.本文以秦巴山区 H

市为个案，开展该课题的研究与探索.

2 研究方法

秦巴山区是指汉水上游的秦岭大巴山及其毗

邻地区，H 市位于秦巴山区汉水谷地，是秦巴山区

多省毗邻地区唯一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其地理位置

和教育文化具有天然的代表性.

本研究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将 H 市划

分为城区和县域两个层域，在城区随机选取实验小

学和普通小学各一所，县域又分为县城和乡镇两个

层域，县城选取实验小学和普通小学各一所，乡镇

选取中心小学和村小各两所，保证了研究在各个层

级上的代表性.对学校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

教师问卷 230 份，回收 218 份，回收率为 94.8%，其

中有效问卷 210 份，有效率为 96.3%.除问卷外，研

究者对所调研学校的老师进行了集体和个别访谈，

并与一线教师共同开展了多项行动研究项目.

3 小 学 教 师 教 育 研 究 工 作 的 问 题 之 本 ：“教”与

“研”的分化

基于调研结果，在研究工作必要性调查中，

收稿日期：2016-09-11
基金项目：汉江师范学院校立科研项目（2014C07）

216- -

DOI:10.13398/j.cnki.issn1673-260x.2017.01.085



71.9%的老师认为开展教育研究工作很有必要，

55.2%的老师有开展教育研究的计划或想法. 但同

时相当数量的老师对自己的教育研究能力认可度

不高，在“与其他教师相比，您认为您的教育研究能

力属于何种水平”的问题回答时，有 62.4%的老师

选择了中等或中等偏下.在回答“您认为目前最需

要提升的能力”的问题时，41%的老师选择了教育

研究能力.可见，所调研的小学一线教师存在着教

育研究意识和能力之间的矛盾.他们有开展教育研

究工作的愿望，也存在着研究能力不足（集中在如

何选题、如何应用相关教育研究方法、如何应用研

究成果等问题上）、缺乏专业人员指导等方面的困

惑. 笔者通过对调研学校教师已有研究工作的分

析，发现很多研究项目确实存在着选题不恰当、研
究方法使用不正确、研究成果表达不规范等问题.

在“影响小学教师教育研究工作质量的因素”
这一板块的调研中，排在前三位的因素是“自身的

研究能力不足”、“没时间做研究”和“担心过多的研

究工作影响教学质量”.除自身的研究能力制约外，

很多教师提出了“没时间做研究”的问题.据调查，

山区很多小学教师承担着多学科的教学任务，

67.3%的教师有兼教科目，很多老师还要承担班主

任、少先队活动等工作，很大程度上压缩了教育研

究工作的时间.W 老师在访谈中道出了做研究工作

的无奈：“我也知道做教育研究非常重要，但自己承

担三门课的教学任务，一个星期有十多节课，课外

还要备课、改作业、组织班级活动等，实在没有额外

的时间开展研究工作，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另
外，一些老师也提到，在教学之外，承担一定的研究

任务，会一定程度上分散教学的精力，担心影响自

身的教学工作.

可以看出，山区小学教师教育研究工作问题的

核心是“教研分化”意识.在教育研究工作的定位

上，老师们更多的是把研究工作看成教学之外的事

情，将教学和研究视为两个分离的领域.基于此，解

决教育研究工作中“教研分化”问题，实现“教”与
“研”的统一，是提升山区小学教师教育研究工作质

量的着力点.

4 “教”与“研”的统一：基于行动研究的思考

与专家、学者的研究相比，教师的研究主要是

指教师通过对自身教育教学行为的自我观察、内
省、反思与探究，以改进和完善自己的教育教学实

践为目的的研究，它是置身于教育教学之中的研

究、改进教育教学的研究.研究聚焦自己特定教育

教学情境的经历、体验与感悟，描述自己教育教学

生活中实际的遭遇、困惑与迷茫，以及尝试理解、诊
释与解决教育教学问题，是对自己生存、发展意义

的不断的探寻和叩问.[2]可以看出，真正的教师的教

育研究是“教”中有“研”，以“研”兴“教”，是“教”与
“研”的统一，蕴涵着浓郁的个人经历旨趣和教育生

活情怀.

纵观教育研究中的各种研究范式，行动研究以

其天然的特质，成为“教”与“研”的统一的桥梁.行

动研究的意义在于结合“行动”和“研究”，由实务工

作者在实际工作情境中，根据自己实务活动上所遭

遇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3]这里，行动的主体是教育

过程，探寻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都贯穿于这一

过程之中，真正实现了“教”与“研”的完美结合.相

对经济条件更好的地区，山区小学在解决教育教学

问题的外部支持上（如培训机会、专家指导、研究设

备等）有所匮乏，但丰富的一线教育教学经历，是最

好的教育研究资源.可以说，在山区小学开展行动

研究，是解决教师研究中“教研分化”问题的有效路

径.

基于此，笔者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积极开展

与 H 市小学教师的合作行动研究项目，并对老师

们已有的行动研究项目进行分析，发现研究中的问

题，有针对性的探究提升 H 市小学教师行动研究

质量的对策.

4.1 培养教师在行动研究中的“自主问题视野”
行动研究之所以是适合山区小学教师的有效

研究路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扎根于自己真实的

教育实践经历中，是“自我问题”的“自主探索”.因
此，研究问题应该是教师个体在实践工作中实实在

在面对的困惑.在调研过程中，小学教师已有的一

些行动研究项目，其课题并不是属于“自我的”，而

是属于“大众的”，属于对大众所关注的一般教育理

论的践行和实施.一些老师倾向于以已有教育理念

作为问题切入点，如素质教育、新课改、生本课堂

等，缺乏对真实教育情境的问题反思.如 C 老师在

谈到他的行动研究课题“新课改理念下小学语文课

堂教学的行动研究”时说：“当时确定这个课题，因

为大家都在谈新课改，是一个很时髦的话题，所以

我也报了一个.”可见，该课题并不是源于 C 老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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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遇到的真实教育实践中的问题，而是对一种通用

教育理念的实施.

基于上述问题，提升小学教师行动研究能力的

首要措施是培养“自主问题视野”.引导老师们将研

究视野更多的转向工作情境，寻找真正基于个人实

践经历的“自我问题”.笔者与所调研的学校教师代

表进行了关于行动研究课题选择的专题座谈，和一

线小学老师共同反思实践，交流困惑，提炼出一些

贴近教师真实教育生活，着眼点小而实，涉及英语

教学游戏设计、语文课外阅读指导、提高英语书写

规范、数学课堂练习设计等具体领域的研究课题.

4.2 生成教师在行动研究中的“深描意识”
行动研究的价值贯穿于整个研究过程，研究者

和读者可以从行动研究的每一个瞬间获得启发.因

此，借助观察、访谈、实物收集等方式，对行动开展

的各个环节，尤其是问题发现的真实情境、行动方

案实施后学生的变化、感受等进行深描，是行动研

究获得现场感和启发性的基础.

在合作开展行动研究的过程中，一些老师的研

究带有不同程度的“深描真空”.如 D 小学数学教学

团队在开展小学三年级数学《年、月、日》教学设计

行动研究中，对两套教学设计方案进行了比较实

验，在总结第二套教学设计效果更好的叙述中提到

“第二套教学设计突破了单一教师讲解的教学传

统，尊重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

实施探究式学习，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能

力.”这一叙述使第二套教学设计的效果停留在理

论分析和笼统感知上，缺乏对学生在这一教学设计

实施过程中的课堂表现观察，学习后的感受访谈，

作业、课堂问答实录、生活变化实录等彰显教学效

果的生动图文资料的实证材料支撑，弱化了研究的

情境感和过程性.可以看出，生成教师在行动研究

中的“深描意识”，强化实证材料的收集的敏感性，

是保证行动研究质量的有力支撑.

4.3 增强教师在行动研究中的“反思情怀”
美国学者麦克纳（Mckernan，T.）认为：行动研

究是一种运用科学方法解决实践问题的自我反思

探究性活动；行动研究者是批判性反思探究过程和

反思探究结果的主人.[4]可以看出，反思是行动研究

的核心.在实地调研中，笔者重点聚焦小学教师行

动研究中的反思过程进行分析，着力增强教师在行

动研究中的“反思情怀”.
4.3.1 反思不是一次性的

持续不断的反思，是行动研究的标志性特征.

通过反思，不断生成新的研究成果，是行动研究意

义生命的延续.可以说，行动研究，永远在路上.在实

地研究过程中，一些老师把反思仅仅看作行动研究

的一个阶段，把行动研究视为发现问题———反思问

题———改进方案———效果描述的一次性路径，没有

对改进的方案进行再反思，再生成.因此，改进行动

研究教师的反思意识，改一次性反思为循环反思，

是升华行动研究水平的关键.

4.3.2 反思不是原则意见，而需要转化成具体实践

方案

在行动研究中，反思不是一种形式存在，其真

实的价值在于通过反思再发现问题，再生成新的改

进方案.在已有的行动研究报告中，一些研究的反

思仅仅呈现了问题的总结，而没有形成基于问题分

析的改进方案.如 L 老师在主持游戏教学法在小学

语文教学中实施的行动研究中，总结了行动方案实

施中的几个问题，包括大量的游戏设计容易使课堂

失去严肃性，游戏容易跳出教学目标，成为华而不

实的环节等，但没有基于这些问题分析，设计下一

阶段的行动研究改进方案，影响了研究的深度和可

持续发展空间.

综上所述，针对上述问题分析，引导山区小学

教师开展具有“自主问题视野”、“深描意识”和“反

思情怀”的行动研究，是解决小学教师在教育研究

过程中“教研分化”问题，提升其教育研究能力的现

实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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