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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过教研，参与过教研的请举手 

◦ 对于教研，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看过别人做教研的请举手 

◦ 对于教研，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听过“教研”这个名词的请举手 

◦ 对于教研，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定位教研的新价值 

案例分享（区域教研&校本教研） 

如何找到合适选题及合适的方法 



 做研究：教师专业发展的痛苦要求 

 让我思——是一种享受 

 让我说——是一种快乐 

 让我写——是一种痛苦 

 



 中小学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教育教学 

 教育科研就是写论文 

 教育科研太深奥，不知从何下手 

 教育科研的程式太繁琐，要耗费大量时间 



 教育研究的科学范式是上世纪80年代上海普教系统
推进教育科研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也是当时评价教
育科研成果的主要依据。这种方式不论是对教育工
作的改进、教育质量的提高，还是在提升来自中小
学的实践经验，提高校长和教师的专业化成长水平
方面都发生过很好的作用。（《上海普教科研十
年》，1992年） 



 教育研究是伴随着教育活动的过程而产生的，研究者就是
教育实践者，原本目的是为了改进教育方法，提高教育质
量，同时为了更好地实现教育者的价值。 

 

教育专家 教师 

发现与揭示教育规律，
构建和完善教育理论体
系，促进教育科学发展 

发现规律、获得教育科学研究的
成果，更关注完善工作和提升自
我，获得促进教育进步和教师自
身发展的成果 

偏向理论层面上的突破 偏向操作方法上的创新 



 发展规律，获得教育科学研究的成果 

 认识教育、改进工作，获得教育质量提高的成果 

 提高自我，获得学校、教师发展的成果 

 

 
 认识教育，完善工作，完善自我 



校本教研 

区域教研

（校际教研） 



 案例1：余磊  安徽肥西肥光小学 
◦ 类型：校际教研  语文 
◦ 题目：情境创设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策略研究 

 

 案例2：邢东燕     北京石景山金顶街第二小学  
◦ 类型：校本教研  语文 
◦ 题目：低年级学生自主合作探究意识的培养 

 

 案例3：杜宏玲     黑龙江省兰西县崇文实验学校 
◦ 类型：校本教研  英语 
◦ 题目：让英语走进生活，口语生活化 



 案例4：刘春亮      北京昌平区马池口中心小学  
◦ 类型：经验分享 
◦ 题目：以“有效地拓展阅读”为例，浅谈如何开展校

本教研 

 

 

 案例5：李洁     跨越式总课题组 
◦ 题目：基于学习元平台的个性化指导 



 问题的重要性？ 
◦ 科学研究的起点：问题 
◦ “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 

 研究即是“做-学-问” 
◦ 教学中的一切都可以成为研究问题 
◦ 我们不能止于找到研究问题，还需要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来源：课题、书本、实践…… 

 对象：把自己作为研究对象 

           把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把课堂作为研究对象 

 建议：小题大做、小题实做、做而践行 

           不怕前人做过，但最好能够推陈出新 

           量工作之力，行研究之道 

 



 确定一个自己认为可行且有意义的研究选题。并且
初步构想在该选题下将如何开展研究，具体的研究
方法。 

 形式：头脑风暴 

 时间：10分钟 



 任何一项研究都应该有数据和资源的支持才更有说
服力，才能体现科学研究的价值 
◦ 数据记录的方式：笔记、录音、录像 
◦ 数据来源的渠道：直接和间接 

文献检索法 

问卷调查法 

访谈调研法 

实验测试法 

观察测试法 

个案研究法 



 做好实验方案设计，适时收集实验数据： 
◦ 实验前，实验中，实验后 
◦ 样本大小 

 用多种方式获取数据资料 
◦ 调查、观察、测量、测验 

 测量：学习态度、自我效能感、学习风格 

 测试：考试测验成绩 



中和片区小学数学课堂教学评价表 
    课题：                       执教教师：                    时间： 

项目权重 评  价  要  点 评分 

教学目标（10%） 
１、符合新课标理念，体现知识与技能、数学思想、解决问题以及情感态度等
四个方面的要求。   
2、符合教材要求，切合学生实际。 

教学内容（15%） 

１、能驾驭教材，准确地把握教学重点、难点和关键。 

  
２、教学内容是现实的、有意义的，是从学生现有的知识和经验出发的。有利
于学生进行观察、实验、猜测、验证、推理与交流等数学活动。 

３、适当补充相关情境材料以支持学生的学习，注意本学科和其它领域的适当
联系。 

教学过程（30%） 

１、教学思路清晰，层次清楚，结构合理，重点突出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有
利于学生认知结构的建立。 

  

２、创设良好课堂教学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体现教师是学生学习活
动的引导者与合作者角色。开展有效的学习活动，向学生提供充分的从事数学
活动的机会，让师生、生生多边互动，积极参与，把动手实践、自主探索与合
作交流等作为重要的学习方式。 

３、师生关系和谐，情知交融，学生学得积极主动，体现个性。 

教学方法（20%） 

1、教学方法具有启发性，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２、情境创设恰当、有效，问题设计严谨、合理、有探究性。 
３、采用不同的方式呈现教学内容。 
４、体现对学生的能力培养，情感的激发。 
５、教学手段运用得当。 

教学效果（15%） 

１、学生在原有的基础上获得知识、技能、情感态度等方面的发展，特别是探
索精神和创新意识的发展。 

  
２、全面达到教学目标，完成教学任务。 
３、学生思维活跃，表现出积极的情感态度。 

教师素质（10%） 

1、教态自然，语言准确简练，示范规范，指导得法，板书科学合理。 

  ２、能正确熟练地使用直观教具和引导学具操作。 
３、善于组织教学，有一定的教学机智、调控能力强。 

简要评语 

  得  
分 

  

评课
教师 

  

结合研
究问题 



 

边玉芳.学习自我效能感量表的编制与应用
[D].华东师范大学,2003. 



 数据处理是对相关的信息资料做的具有支持意义的
解释 

 定性分析：对研究对象的整体分析，获得对研究对
象有一个完整的透视 
◦ 采用归纳和演绎、分析与综合、抽象与概括的方法进行 
◦ 主要解决研究对象“有没有”、“是不是”的问题 

 定量分析：是赋予分析对象具有数量关系的资料，
主要采用的数学分析 
◦ 主要解决研究对象“是多大”、“有多少”的问题。 



 统计表 

 统计表是用来表达研究变量与被说明的事物之间数
量关系的表格。它可以将大量数据的分类结果清晰、
概括、一目了然地表达出来，便于分析、比较和计
算。 



 统计图 

 统计图是整理和呈现数据的另一种方法，它把研究
变量与被说明事物之间的数量关系用图形表现，直
观、形象地表达出事物的全貌及其数据的分布特征，
使人一目了然，便于理解和记忆，印象深刻。 



 案例描述 

昌平区马池口中心小学—刘春亮—小学语文研究性学习教学策略研究与实践 

昌平区第二实验小学—张常娥—小学高年级英语听读资源应用中的问题与对策 



 明确研究选题，进行开题论证 
◦  使研究者进入研究状态 
◦ 使研究思路更加清晰 
◦ 使研究计划更加具体 
◦ 对研究的操作进行假设 

 组建研究团队 
 设计研究方案/开展文献调研 
 制定执行方案 
 项目中期报告 
 研究阶段成果 
 项目结题报告 

把握时间结点 
形成可视成果 

 
言不成文，行之不远！ 



如果你想让教师的
劳动能够给教师一
些乐趣，使天天上
课不致变成一种单
调乏味的义务，那
你就应当引导每一
位教师走上从事一
些研究的这条幸福
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