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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教师生命质量的提升，很难有学生的主动发

展；没有教师的教育创新，很难有学校的创新发展。”
培养并拥有一支研究型教师队伍将是切实推动学校可持

续发展的一大法宝，面临激烈竞争的民办学校尤其如

此。为有效提高教师的课题研究实效提供依据，我们对

民办学校教师参与课题研究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以

问卷调查法为主，辅以座谈、口头访问、网络聊天等方

法，调研对象为诸暨市某民办学校高中教师。有效的研

究对象共 129 人，其中男教师 73 人，占 57%；女教师

56 人，43%。

一、民办学校教师参与课题研究存在的问题

1. 课题研究参与率较高，但高级别的参与率较低。
调查显示，被调查者中有 75%的教师参与过课题研究，

其中参与县级及以上课题的占 25%，校级课题研究的占

50%，未参与过课题研究的比率为 25%。
2. 熟悉或使用的研究方法多样，但停留于低层次

的水平。教师熟悉或者经常使用的科研方法，比例最大

的前三位依次为文献研究法 26%、经验总结法 21%、调

查法 16%，合计占 63%；教育观察法 15%，教育实验法

12%，不熟悉的占 5%，其他方法占 5%。数据表明，教

师使用的研究方法多样。但另一方面，民办学校教师对

更适合基层学校教师使用的，有效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

研究方法如叙事研究法、个案研究法、行动研究法等，

却不熟悉或不经常使用。这表明教师采用的研究方法停

留于低层次的水平。
3. 没空搞研究、不会研究占较大比重。调查显示，

三成多教师“难以抽出时间”，近三成教师“不知道如

何开展研究”，四成的教师认为“研究与教、学工作分

离，帮助不大”。可见，没空搞研究、不会研究占相当

大的比重。
4. 研究式偏重于观摩交流，撰写教育反思的比率偏

低。对教师发展的作用最大的活动方式，排前三位的依

次是，观摩同事或其他人员的课堂教学 27%，与同事

（同伴） 交流、商讨 24%，参与课题研究 15%，三者相

加占 66%。这表明在开展校本研究和促进教师专业化成

长的“自我反思、同伴互助、专业引领”三种基本力量

中，教师们更偏重于相互交流与沟通。调查显示，教学

（教育） 反思撰写指向上，半数教师 （55%） 是围绕问

题解决情况撰写的，近三成教师 （26%） 是“围绕教学

目标撰写的”。表明，教师们撰写的教育 （教学） 反思

实践应用性较强。但比率偏低，教育反思在教研方式中

的比例仅占 14%。

二、民办学校教师参与课题研究的原因分析

1. 动机偏差：教师参与课题研究较浓的功利色彩。
“您参加课题研究的主要原因”，比例由高到低排前三

位的依次是：评职称 （50%），提高教学成绩 （15%），

提高自己 （14%）。“通过与同事交流，您认为同事承

担或参与课题研究的主要原因”，比例由高到低排前三

位的依次是：评职称 （61%）、提高自己 （23%）、提高

教学成绩 （6%）。教师对自身和同事参与课题研究的主

要原因，各类别的比例虽然略有不同，但总体上趋于一

致，即均集中于这三项，而且排第一位的评职称的比例

远远高于第二、三者。这表明研究的功利色彩较浓，动

机有偏差。
2. 教育教学及其他任务的繁重是缺少研究时间的主

要原因。在“您认为缺少研究时间的原因是什么”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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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中 ， 我 们 发 现“个 人 承 担 的 教 育 教 学 任 务 较 重”、
“学 校 的 其 他 任 务太 多”的 比 例 各 为 38%，合 计 共 占

76%，将近八成。
3. 学校培训指导不力与教师自身不学习进修是造成

教师不会研究的两大原因。调查显示，学校方面的原

因，“没能组织专项的培训”占 34%，“缺乏学校或上

级部门跟踪指导”占 19%；教师自身原因，“没有学习

掌握基本的研究方法”占 32%，“没有读书不了解当前

的教育现状”占 12%。
4. 教师方面是课题研究难落实的主要原因。“选

题不当或不知道如何进行研究”占 34%，“为了结题证

书”占 23%，“教师的惰性”占 17%，“缺乏必要的信

仰”占 4%，四者相加占 81%，可见教师方面是主要原

因，包括教师的科研意识不强，科研知识与技能薄弱，

研究动机不端正，教师个性上的不足。制约研究质量的

原因上，“不知道如何进行研究”占 32%，“研究与教

育教学工作分离”占 26%，“难以选择恰当的课题”占

14%，“写作和总结能力不高”占 11%，“过程根本没

有落实”占 9%，进一步印证了教师科研能力方面的薄

弱。

三、促进教师积极参与课题研究的措施

充分考虑教师对教育科研的诉求是学校能否制订并

有效落实措施的重要依据。为此，以教师对课题研究的

诉求与希望为分析视角，提出促进教师参与课题研究的

措施。
1. 营造浓厚的教育科研氛围。包括领导带头，率先

垂范；引导教师转变教育科研观念，破除教师心中的教

育科研“无用论”、“神秘论”、“负担论”、“无条件

论”等等偏面的或不正确的认识，增强教育科研意识，

想方设法留给教师较多的教育科研时间。
2. 宏观引导，微观自主。关于“你认为学校或教师

如何真正做好课题研究”，教师们认为“学校确立重点

课题、各学科组承担相关子课题”占 41%；“教科所确

定重点课题、各学校研究相关子课题”占 35%；“主要

领导参与、有面有点的进行”占 16%。“如果今后您需

要参与课题研究，您希望课题的来源”，近一半的教师

选择由教科所或学校提供选题 （教科所编制课题规划指

南，按照指南选题占 25%，学校提供选题占 23%）。可

见，学校对课题研究进行通盘考虑，设立重点课题、龙

头课题，统领全局，同时又进行细化，编制子课题，分

工到各处室、各教研组承担研究。也有 35%的教师选择

“自选课题论证”，提示教师要在学校和教研组的指导

下发挥主动性、能动性，有效选题，扎实开展。
3. 加强培训与指导。调查表明，学校培训指导是造

成教师不会研究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于如何有效落实课

题研究并提高研究质量，41%的教师指出要“加大指导

力度提高落实水平”，50%的教师建议“根据学校特色

组织相应的科研成果推介会活动”。为此，教师要通过

“自上而下” （学校总体安排、教师自愿选择） 和“自

下 而 上” （教 师提 出 要 求 ，学 校安 排 组 织） 相 结合、
“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

科研培训与指导活动，丰富教师的教育科研知识，提高

教育科研能力。
4. 加大支持与奖惩力度。提高课题参与率，教师们

的建议：“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或研究时间”占 21%，

“增加经济或物质奖励的力度”占 19%，“加大教育科

研在各种评优创先的比重”占 19%。关于如何推动学校

的教科研工作，44%的教师提出“设立各种科研奖项”、
“加大评估力度”，16%的教师提出“与学校的年终评估

挂钩”；如果课题没有开展或者无实质进展，12%的教

师提出“对课题负责人进行通报批评”，19%的教师建

议“直接终止课题或不予申报结题”。评估教师教科研

能力及发展需求的形式，很多老师反映要看教师的实

效，如“看教学的成绩或班级管理的效果” （26%）；

“采取现场撰写反思的形式” （26%）；“限定读书的篇

目及反思篇数、字数等” （22%）。可见，要促进教师

参与教育科研，学校应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在教师考

核中增加经济或物质奖励的力度，加大教育科研在各种

评优创先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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