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推进，教师对课改理念有了

比较准确的认识理解，然而将理念转化为具体实践

难免有诸多困难，需要教师进行实践研究。以校本

小课题研究为载体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夯实

校本教研、促进教师发展、建构学校研究管理、提

高课堂效率上颇有实效。

一、校本小课题研究：直面课改中教师自己

的问题

所谓校本小课题研究，是与专家、学者研究的

或者“规划立项”的大课题研究相对而言的。在实

施课改中开展校本小课题研究，主要是以教师在课

改中存在的真、实、小的且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

题为出发点，以此研究寻求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
策略的课题研究形式，它具有选题切入点小、研究

方法活、研究步骤简、研究成果实的特点。在课改

中实施校本小课题研究是一种教师“面对课改的真

问题、开展真研究、获得真发展”的行动研究；是

一种源于课改实践、服务课改实践的运用研究；是

一种贴近学校、贴近教师、贴近课改实际的田野研

究。教师发展的土壤，就是自己的日常教学实践；

教师发展的条件，就是对“自己的日常教学实践”
的洞察与思考。因此，在课改中研究小课题，主旨

在于引导教师研究自己的问题，将理念转化为教学

行为，构建课堂新模式，提高教学效率。

二、校本小课题研究：直奔学校课改研究的

管理

在推进校本小课题研究时，学校可采取以下步

骤实施管理。一是选题立项。学校根据课改推进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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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生活中，在极具诱惑的网络环境中，分数充斥

着他们的学习与生活，游戏消耗着他们大量业余时

间，因此慎独对他们而言更具难度。现在有不少学

校让学生诵读经典，包括《论语》 《老子》 《三字

经》等。虽然可能按学生此时的理解能力，他们对

于经典的真正内涵或许不甚理解，但是这种经典能

潜移默化地影响人，当学生理解能力足够时，曾经

诵读过的经典就有可能成为他们慎独的最好格言警句。
（三） 注重网络疏导

网络的迅猛发展已悄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

式，其是青少年学生，他们把大量的时间消磨在网

络上，网络德育已成为一个迫在眉捷的棘手问题。
虽然靠学校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但从学校层面来

说，可以开设专门网站或是学生中自设网站或贴

吧，探讨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同时，对于学生中过

激的言语与有害的思想，学校心理辅导员、德育干

部和班主任可以运用网络隐匿的特点，通过化名方

式，以同等身份———网友来巧妙地规劝、教育学生，

这种促使学生慎独的方式可能更易于被学生接受。
（四） 加强学习感悟

学习对于青少年来说是充实和改造自己的重要

途径，也是慎独的重要环节。除学习基本理论知识

外，道德知识也是非常重要的，如加强学生的公民

知识学习，培养公民意识。首先，学校要立足校

情、学情，实施思想品德课的教学改革，使思想品

德学科更好地凸显其德育功能，成为学生慎独的理

论指导。其次，学习先进典型人物的事迹，学校和

班级要阶段性地开展主题活动，学习以“感动中国

的十大人物”和“寻找身边的感动”为主题的内

容，通过了解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来领会其精神实

质，这有利于自身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念，进而提高

自己的慎独层次。最后，班主任或任课教师可动员

学生写周记或日记，进行“道德长跑”，以书面形式

来反思自己言行，迫使学生养成慎独习惯。
（五） 强化实践环节

实践是提高个人道德修养、实现知识向信念转

化的最重要途径。慎独境界的形成是道德知识转化

为道德信念的结果，而实现这种转化不是仅靠学习

书本知识就能解决的，只有通过亲身实践，不断吸

取经验教训，才能将知识内化为坚定的信念。因

此，学校要采取多种途径，激发学生参与实践活动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作者单位：江苏省太仓市沙溪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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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实际存在的问题，策划校本母课题，然后挖掘

课题研究要素或问题，分解为若干子课题作为教师

的选题指南，或者是教师根据在课改中存在的迫切

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来确定自己研究的小课题。二

是申报立项。教师选定课题后，按问题提出———研

究假设———实践验证———总结提炼的步骤设计研究

方案，向学校申报。学校组建评审组筛选课题，突

出问题的真实性、研究内容的有效性、实施的可行

性论证，由学校下达立项批复，成为校本小课题。
三是实施研究。学校加强研究过程管理，组织教师

扎实开展自主合作研究。对于研究中遇到的难以解

决的问题，学校可以请有研究经验的教师、专家来

校指导，破解难题，并将研究感悟运用到教育教学

中，进行实践验证。四是研究论证。教师完成了预

期的研究任务，可申请学校组织研究评审，突出研

究行动的真实性、问题研究的有效性、总结提炼的

准确性，形成阶段性研究成果。五是成果运用。学

校制定小课题研究成果运用推广的激励机制，提高

教师参与校本小课题研究的积极性，同时争取县

（区） 研究机构或教育学会的支持，组织校本小课

题研究成果评选，让教师研究的优秀成果在更大的

范围内得到认可和推广。

三、校本小课题研究：直击课改校本教研空

虚的弊端

学校在新课改推进中实施校本小课题研究，突

出管理校本化，问题教师化，研究实证化，成果个

性化、序列化、升级化的行动研究要求，化解了教

师在课改推进过程中存在的不少问题。例如：在课

改实施中针对学生在课堂上不想动、不愿动、难以

动的问题，学校通过分析确定了“问题牵引学习教

学模式研究”的总课题，提出目标问题设计、问题

牵引自学、交流破解问题、问题解疑拓展等环节，

然后学科教师针对各环节中存在的问题实施研究，

确定了思想政治课堂教学目标问题设计策略研究、
语文课堂教学问题牵引自学方法研究等数十个校本

小课题。同时，教师还根据学科特点进行学科之间

课题的循环研究，形成校本小课题研究序列，体现

学科的特点。学校通过实施校本小课题研究，将课

改的理念化为具体的教学行为，落实在实践的操作

层面，使教师参与研究的积极性得到提高，校本教

研的内容得到充实，校本小课题研究直击课改中校

本教研虚张声势、华而不实的弊端，使校本教研更

加丰实有效。

四、校本小课题研究：直通教师专业能力的

提升

校本小课题研究的价值切实体现在教师专业能

力的提升上。一是实施校本小课题研究，促进教师

学习实践。校本小课题研究主要以教师教育教学中

迫切需要解决的小问题作为课题，教师开展以问题

为中心的专题学习实践，吸纳和利用各种有利于解

决问题的经验、知识、方法、技术、理论，促进教

师专业发展。二是实施校本小课题研究，激发教师

的研究兴趣。校本小课题研究具有选题切入点小、
研究方法活、研究步骤简、研究成果实的特点。教

师每研究一个问题，就能有一点收获，感悟一滴成

功的快乐，获取研究的基本方法，激发研究兴趣，

促进专业发展。三是实施校本小课题研究，提升教

师研究能力。校本小课题研究是以教师在新课改中

存在的真、实、小且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为出

发点的，因此引导教师关注发现实践中的问题尤为

重要。教师在新课改实践中要学会运用观察、比

较、分析的方法，学会发现具体问题，找准问题的

实质和根源。这是教师学习、思考、实践的过程，

从而培养教师的研究能力，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总之，在新课改中学校应以校本小课题研究为

载体，突出课改实践的结合，做到教中学、学中

研、研中用、用中教，使学、教、研得到有机统

一，创新校本教研形式，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作者单位：重庆市巫山县教研室）

（责任编辑 王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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