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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育研究经过“九五”起步,“十五”发展,

到“十一五”初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教育

研究成为推动中小学发展的一种浪潮, 受到越来越

多的学校和教师的青睐。作为地方性中小学教育研

究规划与管理工作者, 有必要在分析中小学教育研

究发展轨迹以及近年来所呈现特点的基础上, 帮助

基层教科研工作者和广大教师更好地把握中小学教

育研究的发展趋势。基于这样的认识, 笔者对中小学

教育研究的主要形式———我市中小学“九五”以来所

承担的市级以上课题研究进行了统计与分析, 试图

从中小学教育研究规划与管理工作的视角分析、把

握当前中小学教育研究的主要发展趋势。

1.课题申报数量越来越多 , 学校覆盖面越来越

广, 预示着中小学教育研究草根化的发展趋势

“九五”期间 , 我市申报省市级课题只有 30 多

项, 承担课题研究的学校数量较少, 仅限于基层教科

研工作者和部分历史悠久、并且与高等院校具有长

期合作的区域龙头学校。整个“十五”期间, 各级各类

学校国家、省、市规划立项课题 512 项 , 承担课题研

究的学校数量较多。2006 年, 江苏省组织“十一五”

规划首批课题申报, 我市各级各类学校参与广泛, 共

申报课题 336 项, 立项的省重点、非重点课题 119

项, 超过了过去 5 年间历次申报、立项的总和。同年

市规划课题申报 731 项, 经南京市教育科学学术委

员会评审立项 520 项。开展课题研究的中小学、幼儿

园不仅仅局限于三星级以上中学、省市实验小学、示

范性幼儿园, 相当一部分传统意义上的薄弱学校也

开展了一定级别的课题研究。数量的变化在说明我

市教育研究欣欣向荣的同时, 更折射出我市中小学

课题研究正呈现出参与学校越来越多, 由教科研专

业工作者和部分高端学校的“特长”向普通学校、普

通教师转向的草根化发展趋势。

2.研究目的从追求学校的特色发展转变为追求

教师的专业发展、追求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预示着

“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在中小学教育研究中的逐步

凸显

回顾“九五”, 为数不多的中小学参与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的专家和教授的课题, 以子课题或实践基

地的方式开展教育研究。“十五”期间, 更多的学校开

始独立承担课题研究, 研究目的多为学校的特色发

展 , 为在激烈的办学竞争中能脱颖而出 , 能有“一技

之长”。如在“十五”期间南京市中小学、幼儿园所承

担的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中 , 42.6%课题围绕

校本特色活动或校本特色课程的构建开展研究 , 追

求通过研究促进学校办学特色的形成与彰显。这一

特点在市级课题研究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比例高达

51.3%。这样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学校外部特色的彰

显是第一位的, 教师、学生发展的个性化需要则容易

被忽视。“十一五”期间 , 研究者关注教师的专业发

展, 关注通过教学效益的提高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发

展。因此, 更多的课题围绕促进学生学业成绩提高的

高效教学、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校本培训等开展研

究。在南京市“十一五”首批立项的省规划课题中, 直

接指向教师专业成长的课题有 28 项, 占 23.5%; 直

接指向课堂教学的课题为 22 项 , 占 18.5%; 而直接

指向特色课程构建的只有 9 项, 仅占首批省规划课

题的 7.6%。此外, 相当一部分课题直接指向学生可

持续发展 , 如“初中个性化教育实践”、“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的培养”、“自信心培养”、“责任心教育”、“心

育剧研究开发”、“生命安全教育”、“流动人口子女的

教育”, 等等。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决定着研究的目的

与内容, 同样, 研究目的与内容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

上说明了南京市中小学教育研究价值取向的变化趋

势, 即期望通过课题研究的方式, 促进教师群体的发

展, 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3. 课题研究的内容越来越贴近教育教学实践 ,

从课题申报看南京市中小学
教育研究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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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示着中小学教育研究重心下移、教育研究校本性

和实践性的发展趋势

从南京市“十一五”课题申报的情况来看 , 课题

研究的内容更多地围绕教育教学实践开展, 理论研

究不再是热点, 有效解决教育教学中的存在问题、对

新课改精神的应用性实践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 ; 即

便是理论研究, 也侧重于对国内外教育理论的校本

性解读与实践。中小学教育研究重心下移, 从基础研

究向应用研究、从理论研究向实践研究、从宏观研究

向中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发展趋势日趋显现。南京

市承担的 119 项“十一五”首批江苏省规划课题中 ,

内容为理论应用性研究的只有 3 项, 仅占 2.5%, 其

它均为围绕新背景条件下学校管理机制研究、区域

或学校教师发展研究、学生发展研究、家校合作教育

研究、教材教法及评价研究、现代教育技术以及校本

课程研究等开展的实践性课题研究。另一方面, 从南

京市“十一五”首批省规划课题研究内容的选择看 ,

以教育教学中的某一具体问题为核心, 甚至就研究

教育教学实践中的某些细节优化的课题比例明显上

升 , 由“十五”省规划课题的 11.3%上升 为 22%, 如

“作业设计与批改”、“教学中肢体语言的运用”、“语

感培养”、“存在问题与对策研究”、“对‘低效提问’的

调查与分析”等, 这些似乎太“小”、太“具体”、在以往

的教育研究中常常被忽视的问题, 如今成为教师开

展教育研究日益重视的问题, 成为新的热点。

4.研究方法选择从单一向多元化的转变 , 预示

着中小学教育研究类型多元化、研究范式多样化的

发展趋势

“八五”、“九五”期间, 当中小学教育研究刚刚起

步时, 开展以数据说明问题的“实验研究”(也有人称

为准实验研究, 即设置实验班和对照班的对比研究)

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课题研究者的共同追求。到“十

五”期间, 由于教师自身理论水平的不足等主客观原

因导致的开展量的研究所存在的实际困难, 也由于

行动研究法的引入并逐渐被中小学教师所接受 , 特

别是“十五”后期质的研究方法的兴起 , 中小学教育

研究纷纷绕开量的研究, 而改用以质的研究为主的

行动研究、实践研究。到“十一五”申报, 不少教师意

识到必须根据研究的需要选择适切的方法而不是流

行的方法, 虽然行动研究、叙事研究、个案与案例研

究等仍是研究者主要的方法选择, 但量的研究不再

回避, 在研究结果的分析中出现了质、量的分析并存

的现象。此外, 历史法、比较法、人类学或现象学的访

谈法、现代技术的方法等都有所体现, 同时对文献检

索的方法运用日益重视, 部分课题还借鉴了一些其

它学科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 研究方法的选择取决

于研究的任务、目的和研究的类型、范式 , 体现了我

们的研究观念与教育观念。当前研究方法选择的变

化特点充分说明了中小学开展课题研究的目的、任

务与教育观念的变化, 说明中小学教育研究多元化、

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5.课题研究中教师参与度不断提高 , 研究团队

逐渐形成, 预示着中小学教育研究群众协作性的发

展趋势

不同时期的课题组人员构成也不同 ,“九五”、

“十五”期间 , 南京市的课题主持人几乎清一色由校

长或副校长担任, 而“十一五”首批申报情况显示, 这

样的情况有所改变; 整个“十五”期间, 南京市仅有 2

项教师个人申报的江苏省教育科学青年专项课题 ,

而“十一五”开局之年南京市有 8 项青年专项课题 ,

占立项总量的 6.7%, 普通青年教师通过课题研究寻

求专业发展的需求明显上升。另一方面, 课题组的人

员数量也从“九五”、“十五”期间 5～7 人发展为 10

人以上 , 从校长(副校长)加少数几个“笔杆子”的研

究转向大多数普通教师都能参与的研究, 从几个人

的研究转向专家以顾问的方式引领, 校长、研究骨干

以及普通教师(往往是整个学科组甚至全校教师)构

成协作性的研究团队 , 73%的省首批立项课题反映

了这样的人员构成。这一特点在南京市规划课题申

报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此外, 在所立项的市规划课题

中, 普通教师担任课题主持人的也占了一定比例。数

量和人员构成的变化说明, 中小学教育研究的开展

既需要专家的引领、更需要教师的广泛参与, 建立协

作性的研究团队是中小学教育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

综上所述, 在以人为本的教育背景下, 中小学教

育研究的重心逐步下移, 教育研究的发展草根化、多

元化的特点逐渐显现, 教育研究的内容微观性、校本

性、实践性、群众协作性的发展趋势逐渐明显; 于是,

我们的课题规划、管理与指导需要符合教育研究发

展的需要, 只有这样, 教育研究才能对学校教育教学

工作具有引领和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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