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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研内容有效性研究—— 以作文教学为例
余安安　丁雪佳

（西南民族大学 教育学与心理学学院，四川 成都 610200）

摘要：教研是教师实现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途径，提升教研有效性，促进教师专 业发展是提升学校办学质量的表现。本文以中国四

川省成都市 D 小学五年级语文 组作文教学教研为例，采取访谈、非参与 式观察等方法，使用 Nvivo12 对资料进 行编码、分析。得出 D 

小学语文教研内容较为有效的结论，并为提升 D 小学语文教研内容有效性、提升作文教学有效性提出些许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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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对语文教研内容有效性提升展开研究，有助于提升教师教研

的效率、质量， 帮助他们在有效的教学时间内解决教学日常工作

中遇到的问题，提升自身专业发 展水平，促进教师高质量发展。

有利于完善教师培训五级体系建设，对提升学校

办学质量和学校管理水平有重要意义，也为其他学科的教研

有效性提升提供借鉴。

作文是语文考试中不能回避的部分，作文分值大、占用时间多、

难度大、所 考察的知识应用水平高，一直是小学语文教学中的难

点所在。以作文教学为例探

究小学语文教研内容有效性，有助于突破教学瓶颈，培养学

生语文核心素养。

二、调查方法

（一）调查工具

本研究拟使用录音笔收集资料、结合前人经验的访谈提纲展

开访谈。

（二）调查对象

中国四川省成都市 W 区小学语文教研员、中国四川省成都市 

D 小学五年级组全体语文教师。

（三）资料整理方式

使用 Nvivo12 软件对访谈记录展开编码、分析。

三、观点

为了使研究更具科学性，作者首先在成都市 D 小学五年级组

展开背景调查，发现 目前的习作中存在作文错别字过多、语序混

乱、作文重点不清、修改过程不明确等问题。因此，在此基础上，

作者提出以下观点：

第一，本研究的教研不是一次教研，其内容是对教研员到校

指导内容及教研 组进行学习、整合而得到的。要判断其有效性，

应该将其措施在五年级实施一段时间并比对。成都市 D 小学五年

级语文组关于习作教学教研内容有效性是有效的。

第二，何为有效？在本研究中，教研员指导记录、教研组教

研内容、以及最 终学生提升成效一致，并能改善学生在习作中出

现的问题即为有效；教师能明显感受到学生写作水平提升即为有

效。

四、研究过程

一线教师、教研员不断探索实现特定学科教学最优化的操作

方法。不同的是， 一线教师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教研

员负责研究、指导一线教师解决问题。

（一）对访谈文本进行编码

通读访谈文本，捕捉“关键事件 ”，剔除与“关键事件 ”

无太大关联的内容 如“坐这里 ”等等。在本研究中，教研员开始

描述“关键事件 ”后的每一个行为 都是有参考和分析价值的，所

以将其视为有效内容进行编码。如“在写作课上 ”、 “写作时 

”“作文 ”结合前后文本，发现这个属于指导写作过程的内容，

即把 该内容编码为“写作过程 ”；“批改作文 ”，“修改病句、

错别字”，这属于批改过程，即编码为“批改过程 ”……依照此

种方式，对教研员指导记录、语文教研记录和群体访谈文本展开

编码，共得到 87 个参考点。

（二）探索分析

因 NVivo12 具有强大的质性分析功能，因此，可根据研究需要，

在编码结束 后选择“图表”“编码带”“矩阵编码 ”等形式对材

料进行数据处理，从而满足从多角度研究教研内容有效性。本文

将采用“编码带 ”“ 图表 ”及“矩形式树状图 ”分析研究数据。

（三）注意事项

因对访谈文本的编码是本研究中最关键的步骤，所以编码的

科学性和准确性 至关重要。因此研究者在编码过程中要反复斟酌，

深入理解和剖析习作教学内容，以保证编码准确有效。

五、研究内容

（一）访谈内容编码设计

本研究获得的有效访谈音频约 2.5 小时，由于其中带有大量

的课堂、课文实例和教师阅读学生的习作范例，实际转录的有效

文字约 1 万字。实际录音时间最短的为 35 分钟，最长的为 60 分钟，

平均访谈时间为 40 分钟。其中教研员指导记录时长 59 分 32 秒，

转录文本字数 4497 字；五年级语文组教研记录时长 39 分 18 秒，

转录文本字数 2670 字；语文教师群体访谈时长 35 分 50 秒，转录

字数 2459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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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访谈文本导入到 NVivo12 中对访谈文本进行节点编码。本

研究中，根据前人经验以及教研员、语文老师们建议，本人最终

按作文教学的顺序节点划分了四个维度作为新的树状节点，并分

别设置了对应的子节点。节点信息编码如表 1 所示：

表 1 节点信息编码

树状节点 树状节点材料

来源数 子节点

子节点材料

来源数 参考点数

课外积累 3 生活感悟 3 3

课外阅读 2 3

新课学习 3 生词生字 2 3

课后习题 3 4

学习迁移 1 4

教法 2 3

教学目标 2 9

备课准备 3 8

作文课堂 3 结构层次 3 9

联系生活 2 3

书面格式 1 2

题目要求 2 3

写作手法 3 10

重点掌握 2 6

修改评价 3 评价过程 3 6

分年级 1 修改过程 3 7

学生分层 3 分能力 2 4

在进行编码时，若一段文字同时包含几个节点，则分别标记。

当不能确定段  文字所属哪个树状节点时，则暂将其列为自由节点，

反之则标记好对应的子节点， 并放在所属树状节点下。例如“有

的学生写法就很生硬，很死板，平时看过的范  文、课文怎么写，

他就怎么写，有的时候全班十来个人都写的大大的眼睛，小小  的

嘴巴。 ”将这段内容标记为“联系生活实际 ”子节点，并放置在

“作文课堂 ”树状节点下。

查看节点编码层次图表，通过图 1 可以看出，在新课学习和

作文课堂方面受 到的关注最多，其中新课学习的备课准备、教学

目标，作文课堂中的结构层次、

写作手法的关注是各级教学研究的重点。

图 1  节点编码层次图

（二）访谈内容词频分析

对教研员访谈记录展开词频分析。通过词云图可以发现，除

去数量词以及带有口语化 的语气助词外，“方法”“年级”“描

写”是排名前三的关键词；“练习”“复述 ”“要求”“课堂”“过

程”等词词频也较高，可能会隐含较丰富的信息量；除此之外，“单

元”“手法”“结构”“课文”“运用”“修改 ”“表达”等词

包围在外环。总体来看，教研员侧重于对于作文教学

各个环节中方法上和以年级为靶向的目标指导。

对教研组教研记录展开词频分析。通过词云图可以发现，

除去数量词以及带有口语化的语气助词外，“修改 ”“单元 ”

是排名前二的关键词；“评价 ”“ 目标 ”、 “标准 ”“记录 

”“需要 ”这几个词出现了五遍，可能会隐含较丰富的信息量；

除此之外，“ 阅读 ”“理解 ”“结构 ”“草稿 ”“生活 ”等

词包围 在外环。总体来看，教师教研更侧重于对单个学生的关注，

特别是学生对于作文的修改情况时本年级最为关注、改动最多的

地方。

对语文教师群体访谈记录展开词频分析。对词云图展开分析

发现，除去数量词以及带有口语化的语气助词外，“联系”“问题”“生

活”“重点”是出现最多的关键词；“评价”“写作”“积累”“描

写”的出现率也很高；除此之外，“句子”“叙事”“表达”“转

述”“随便”等词包围在外环。总体来看，学生存在问题依然在

于不能很好地联系生活实际以及写作分不清重点上，这两点也是

短期之类最难以见效的问题。

（三）矩阵编码查询

对访谈记录和教研记录展开矩阵编码查询，如表 2 所示。教

研员在指导的时候，最侧重的方面是新课学习和作文课堂。即如

何在新的课文中、作文课堂中循序渐进的锻炼、培养学生写作的

各方面能力。而在学校教研组内部消化吸收时， 除新课学习、作

文课堂外，对于作文的修改和评价也十分关注。这应该和本学期

的“新常规 ”检查有关，除此之外，也和之前学校不够重视学生

过程性、增殖性评价有关。而在最终语文教师群体访谈记录中可

以看出，各项措施和改变最终指 向的还是作文课堂。对作文课堂 

6 个材料点展开情感编码，结果如表 3 所示，可以看出，在最终

的结果上，作文课堂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效果，但是存在一些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非常正向的结果为 0，这可能是由于其中存

在的问题导致的。

表 2   矩阵编码查询结果表

教研员指导

记录

教研组教研

记录

语文教师群体访谈

记录

课外积累 1 1 2

新课学习 14 7 3

修改评价 1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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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分层 2 2 2

作文课堂 14 5 5

表 3 语文教师群体访谈对作文课堂看法情感编码结果

非常负向 较为负向 较为正向 非常正向

作文课堂 2 3 10 0

（四）语文课堂及作文观察

对成都市 D 小学五年级语文课堂及其单元作文展开观察。可

以发现，学生  在语文课堂中对课后习题的联系更加频繁、也更有

针对性。每名同学配有习作草 稿本、作文本。草稿本的每一篇习

作后面都配有教师为学生打印的互评单，上面 有详细的评分标准，

每个标准旁边是打五星的地方，下方有一个学生互评写评语 的地

方。每个互评后有 1 至 2 页学生写序号修改的地方。对学生现有

作文及 2     个月前的作文展开对比。可以看出，学生的书面格式

几乎没有改变，写字潦草、 错别字现象没有得到改善。在写作手

法方面，大部分同学的作文其描写更加细致、 生动，但是修辞手

法在联系生活实际上有待加强。学生写作重点的把握提升很大， 

文章的结构流畅，但是偏题现象依然比较严重，很多学生还是有

事例与感悟不符合的现象，这还是不能很好联系生活实际的问题。

六、结论

通过对研究结果以及现场对语文课堂、作文课堂、作文草稿

本及作文本的观察，现得出以下结论：

成都市 D 小学以作文为例的语文教研内容相对有效，其教研

内容不仅能够对 教研员指导内容消化吸收、提出符合该年级组实

际情况且行之有效的措施，还对该年级组学生作文水平有提升效

果，促进教师得到进一步的成长。但其有效性依然有进一步提升

空间。主要表现在学生分层、课外积累方面，

需要在下一步教研时对其进一步细化，或者是在教研员指导

时收集起来请求帮助。

通过观察和研究，本人提出以下 3 点可行性建议：

（一）开展阅读指导

很多学生在课外积累时不上心，其实是因为不知道怎样去阅

读。对阅读积累 作业展开分析，可以发现，阅读积累差的学生基

本是班级里的“潜能生 ”。如果 不知道怎样阅读，那么在阅读散

文勾画批注时就会陷入一头雾水。教师应该展开 阅读指导，帮助

不同层次的学生学会阅读，通过阅读指导课、群文阅读课堂使不 

同层次的学生有提升，并在课堂上联系生活实际。方能提升学生

课外阅读水平，提升学生迁移水平。

（）二重视错别字

观察发现，不同层次的学生在作文中均存在大量错别字。很

多学生用拼音来代替不会写的字，但是其拼音拼写也是错误的。

在实际的作文阅卷中，一个错别 字扣 0.25 分，因此纠正错别字十

分关键。建议在每篇习作后设置错字修正区，对每个错别字及拼

音的单词进行反复书写改正。

（三）开展教研前、后调查

在每次教研前、后通过匿名问卷的形式展开调查，以判断每

次教研能否起到 解决教师问题的作用。教研员在来校指导前不清

楚学校教师的困惑在哪里，其指 导就没有针对性。教师在学习的

时候也没有目的性和针对性。信息的偏差容易让 教研内容存在“错

位 ”。因此，匿名问卷的结果不仅是在教研组内部共享，也可以

在教研员到校指导前与教研员展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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