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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区域课题研究与管理品质的实践探索

中小学的课题研究，无论是学校集体大课题还是教师小

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其研究价值在于能更科学地提升教

育教学质量，能更前瞻性地引领学校发展，能反思性地提炼

实践经验。立足区域的层面，如何引领学校领导和教师扎实

做好课题研究呢？玄武区处于南京市的中心城区，学校领导和

教师参与课题研究的积极性很高。为此，我区提出“走进学校、
贴近教师、融入课堂”的“低姿态、接地气”的课题研究，尤其

是在管理机制、研训策略和成效评价等三个方面，加强了区

域性的管理、指导和服务，整体提升区域科研的内涵和品质。

一、管理机制：构建三级网络，注重制度建设

学校课题的研究是植根于教育教学实践的草根化研究，

在区级管理层面需要建立良性管理机制，从规划上、制度上、
组织上充分保障课题研究的有效开展。

构建三级课题管理机制。根据江苏省、南京市教育科学

规划课题的申报指南，我区课题采用“区校一体，逐级评审”
的制度，首先指导学校组织校级申报，过关的课题送交区教

科所审核，区教科所根据要求评选出部分课题逐级上报，形

成“省（市）-区-校”三级课题网络。2011 年，我区立项 58 项

省级课题、100 项市级课题；2013 年，又有 60 项已通过市级

评审报送省规划办。这些数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区学校参

与研究的积极性，区域课题申报、指导与管理的规范性。
完善个人课题组织保障机制。为保障课题过程研究的品

质，由外聘省市研究员、教科所专职科研员和学校教科室主

任共同组成“课题指导小组”，制定了“课题调研制度”“课题

研究与管理制度”“学校绩效千分制考核（科研部分）”等管理

制度，从课题申报立项、开题论证、中期反馈和结题评价全程

规范管理，要求每一学校从经费资助、规范建档、过程研讨与

成果分享等方面给予课题研究充分的保障，课题研究成果与

业绩考核、学校评优、评先，甚至与绩效评定挂钩。这些措施

使课题研究在物质上、组织上和管理上有了制度跟进，不仅

规范，更在实效。

二、研训策略：丰富培训内容，调强研教相融

加强课题研究过程的培训和指导是提升研究品质的重

要环节。区教科所从为学校提供科研服务出发，从科研培训

的内容、形式及平台搭建等方面立体化设计科研培训的课

程。
设计多元务实的培训内容。我区教科所与信息、教研和

培训等形成“四位一体”，为学校课题研究提供专业指导和智

力支撑。近年来，系统开设了“教育科研的哲思”“教师的实践

性知识”“课题研究与专业成长”“如何将问题变成课题”“如

何规范填写申报表”“调查研究与文献研究介绍”“案例研究

与叙事研究介绍”“研究方案的设计”“过程材料的收集与整

理”“结题材料如何呈现”“结题的流程与框架设计”“研究报

告的撰写”等科研学习内容。这些内容针对不同层次的学校

进行了统筹，形成“科研培训菜单”，通过专家讲座、送培到

校、现场互动、课例研究、学科渗透、实践体验等形式进行选

课式培训。其中部分课程已录制为视频成为南京市级教师通

识类培训课程。
搭建快捷互动的资源平台。学校课题研究需要专家引领

和同伴互助，为此，我区教科所通过 QQ 群、飞信群等开展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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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性疑难解答，建立玄武区教师进修网“科研专栏”提供动态

信息，借助信息中心开发的“魔灯平台”开设暑期课题学习课

程交流研究心得，编写《玄武教育研究》推广阶段研究成果。
这些平台为课题的信息发布、资料获取、体验互动、成果分享

等搭建了多维互动平台，在交流过程中自发形成了校际间、
教师间的科研团体。

创新研教相融的培训形式。学校的课题研究是为解决教

育教学实践中的问题、促进学校发展教师专业成长而开展的

个性化研究。这种科研取向也就决定了课题的研究过程必须

融入最常态化的教育教学活动中来开展，强调研教融合、现
场互动与及时反馈。

案例 1：幼儿园教师小课题培训

主持人请参会老师选择一个自己在课题研究中亟待解

决的问题写在纸上，接着三位老师通过课件和上研究课的形

式与大家交流自己是如何在每天的教学工作中进行个人课

题研究的。最后参会老师与指导专家一起，采取游戏沙龙的

方式进行课题研讨：通过击鼓传花的方式，一一向专家提出

自己课题研究中的问题，专家给予现场解答，其他教师自觉

记录……
上述案例针对了幼儿教师的特点，采用参与式和游戏式

来组织，共性研讨和个性研讨相结合，将课堂与课题融为一

体，满足了参会老师的不同需求。
案例 2：以课例为载体的课题培训

一次由区教科所组织的课题过程性调研活动中，某中学

语文组结合承担的“学生自主预习”的课题，年青的庄老师上

了“醉翁亭记”一课，并作了“课题研究中典型课例的选择与

实施”的交流发言。参与调研的教师积极表达了自己的研究

观点，填写了对课题研究的反馈意见……
以课例为载体的区域性科研活动，有效引领教师们把课

题渗透于常态的教学活动中，以研究的视角开展教学工作，

用研究的成果来提升专业水平，有现场感、指导性和实效性。

三、成效评价：培育科研文化，凸显整体提升

当前，我区每一所中小学都有省级或市级的规划课题，

70%的教师主持或参与了课题研究，但这些数据仅是一个侧

面，我们所追求的课题研究并不仅仅满足于数量，更在于学

校教师在研究中不断提升自己的工作品位，让教科研渐渐丰

润教师们的精神生活，成为每位教师自觉的职业行走方式。
换言之，我们对课题研究成效的评价，是透过数据感受到学

校内涵的变化，教师科研素质的整体提升和群体气质的逐步

变化。
形成寓研于教的自觉行为。一直以来，基础教育界普遍

感到科研与教学实践有脱节，存在严重的两张皮现象，但在

我区，几乎每所学校都有主导性大课题引领学校的教育教学

改革，每位教师都会自觉将承担的研究任务作为工作的抓

手，“科研引领，以研促教”在我区已成为一种广泛的自觉现

象。
案例 3：北京东路小学阳光分校的课题汇报

在一次规划课题交流研讨中，北京东路小学围绕承担的

省级课题《小学“阳光教育”校本化研究与实践》，由五位教师

分别以“一场全校性的雪仗”“班级的户外体验活动”“跨国际

的交流”“意外的生日礼物”“阳光课堂教学反思”等为主题，

以叙事的方式讲述自己是如何理解、研究、践行阳光教育的。
教师讲述的故事真挚、感人，富有启发性，叙事性研究突

出了课题研究扎实的过程，体现出学校的课题已融入教育教

学的所有工作之中，已成为教师教育教学一种自觉的行为，

在这个过程，形成了一种整体向上的健康和谐的学校氛围。
丰满教师专业成长的羽翼。教师要真正提升职业的幸福

指数，须实现从“谋生型”到“超越型”的职业价值取向的转

变，课题的申报选题也好，结题也罢，都要成为学校教师进行

一次全面自我反思、教育教学实践提炼与升华的过程。这种

螺旋式上升的课题才能成为教师们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载

体。
案例 4：一位教师的课题研究之旅

高老师从 2003 年始，先后申报立项了《高中生物概念教

学中概念图及 inspiration 软件应用的实践研究》《高中生物新

课程中“参与教学”的案例研究》《评价量规在高中生物合作

学习中的应用》等小课题的研究并顺利结题。2007～2010 年又

主持了省级课题《中学生物新课程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的研

究》，结题后被评为江苏省教育科研成果三等奖。从这四个课

题的研究内容来看，他始终紧扣学科专业教学，具有研究内

容的连续性和深度的拓展性。在这十年里，他发表了很多篇

文章，教学深受学生喜爱，先后被评为玄武区学科带头人、南
京市学科带头人，目前担任所在的知名四星级高中的生物教

研组长、教务处副主任。
在我区，如北京东路小学分校那样，借助学校引领性课

题形成学校特色，助推教师成长的学校案例很多，而像高老

师这样积极开展课题研究，获得专业的提升，成为教学或管

理骨干的教师也为数不少。这让人想起古希腊神话中伊卡路

斯之父贴近海面的“低姿态”飞翔，课题的研究不断丰满着学

校教师的羽翼，为达到自我价值实现的理想彼岸插上了飞翔

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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