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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课题研究与教师专业成长间的“链接桥”

——以西安尊德中学具体实践为例的简要研究
公　文

西安尊德中学　陕西　西安　710048

摘　要：教师专业成长是学校发展的核心力量，课题研究则是教师成长的动力，也是不断提高教学能力的源泉，更是锻造综

合素质的优良品质。在教学实践过程中，课题研究往往成为制约教师专业成长的瓶颈，如何在课题研究与教师专业成长之间

搭建优质平台，成为解决学校中坚力量发展的关键所在。我校在调查了教师成长所需之后，采用“青蓝工程”师徒结对、“一

对一”学科帮扶、“名校 +”教育联合体平台、名师工作室引领、教科研团体合作研讨、“点课制”示范过关课制度、社团导
师负责制等各种形式搭建课题研究与教师专业成长间的关键桥梁，落实深化课题研究，切实推动教师专业成长，以应对教育

改革的新要求和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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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的发展，教师面临着“从传统的

教学者向研究者转变，从经验型教师向研究型教师转变”①

的整体局面。本着以新课程理念为指导，立足学校教育教学

实际，以课题研究为载体，以“问题即课题，教学即研究，

成长即成果”为工作思路，以课堂教学改革为着力点，创新

教学研究机制，进一步推进课题研究助力教师成长，我们制

定了关于《课题研究与教师专业成长的相关性研究》的调查

问卷。

问卷采用匿名问卷形式。发放问卷是在各科教研会上随

机发放，当场填写并收回，全员共发放 60 份问卷，收回问卷
50 份，回收率达 83.3%，其作答效果真实可信。问卷主要是
从任教科目、从教时间、研究课题等级及数量、研究课题时

的选择、困惑、效用及突破点这七个方面入手，发现课题研

究和教师专业成长之间的关系及助推点，从而推动课题研究

切实有效地促进专业成长。

总体而言调查比例较为均衡，文科类科目问卷回收 25
份，占总比 50%；理科类科目问卷回收 21 份，占总比 42%；
体艺类科目问卷回收 4 份，占总比 8%。

教师队伍比例适中，老中青相结合，学徒期 (1—3 年 )
教师占 32%；成长期 (4—10 年 ) 教师占 46%；成熟期及成名
期 (16 年以上）教师占 22%。所以此次调查问卷的调查结果

接近本校实际情况，可实时采用。那么对科研情况及教师专

业的发展的情况分析也就比较精准了。

　　

首先，我们先从课题研究的等级和数量来看。

96%的老师参加过校本课题，所以校本课题的研究可以

说是全员参与，这对推动我校课题研究的发展具有奠基性作

用。34%的老师参与过区级课题研究，这近三分之一的区级

课题的研究则具有专业发展性的推动作用。10%的市级课题

研究和 12%的省级课题研究则是对骨干型老师在课题研究方

面的发展起到了督促性的作用。少之又少的 6%的国家级课

题则由于申报资格要求较高、申报难度较大、研究时间较长

的原因，成为本校教师课题研究及专业发展的瓶颈。这个在

省市级课题占比较少的情况下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对课

题研究的不重视和成熟期教师占比较少的情况下，这就限制

了教师专业成长的步伐，所以这也是我们应该主抓突破的关

键所在。

其次，再看课题研究时遇到的困难之处。

其实这个题目在初次设计时是想知道大家最困惑的难处

在哪里，但在调查过程中多数老师反映他们遇到的困惑情况较

多需要多选，所以就在当场对此题的选择进行了多选调整。而

调查结果也是出人意料地真实，30%教师认为研究时间太紧，

14%教师认为研究申请要求不达标，18%教师认为研究选题困

难。54%教师认为研究过程性收集太琐碎，22%教师认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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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题成果难以确定。从这个结果来看，主要是研究过程性收集

的琐碎和时间的紧迫性导致大家对课题研究望而却步，还有近

五分之一的教师由于不知道如何结题而对课题研究没有把握所

以放弃申请。这都是导致我们课题研究迟滞不前的主要原因。

最后，再看大家对于选题和课题研究支援的需求。

66%的教师选择教学实践应用类，20%的教师选择教育

理论指导类和 18%的教师选择专业细节研究类，由此可见大

家对教学实践应用类的研究还是非常重视的，而且这类选题

也更接近于实践应用，能够快速高效地促进教师成长。

在研究支援方面，则是 30%的教师需要选题及过程研究

类指导，34%的教师需要课堂及管理实践类指导，46%的教师

需要专业队伍引领，6%的教师需要时间资金类支持。仅有的

6%也只限于成熟期之前的教师，因此大部分教师还是希望有

专业的研究团队可以带领大家进行课题研究，并在研究过程中

给予及时的指导和补充，而对于青年教师的课堂管理类指导尤

为关键，这也是促使我们教师专业队伍均衡发展的主抓方向。

通过此次调查问卷的分析，我们对本校的课题研究及专

业发展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明确了教师急需的解惑之处，

这也给我们今后的课题研究和教师专业成长的发展指明了方

向。我校在此次课题研究中调查了教师成长所需之后，采用

以下形式深化课题研究，推动教师专业发展，解决学校发展

的瓶颈问题。

（1）“青蓝工程”师徒结对
在对 35 岁以下教师的培养方面，我们采用老教师带新教

师，专业能手带职场菜鸟的“青蓝工程”模式，对新入职的

老师从三笔字和政治学习的基础入手，引领课堂教学实践专

业水平的提高，利用“青年教师基本功大赛、诗歌朗诵大赛、

读书交流活动”等多种多样的交流方式，加快教师专业成长

的步伐，深入教学实践研究，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2）“一对一”学科帮扶
在学科队伍建设方面，我们采用“一对一”学科帮扶模

式，优秀教师帮助教困教师脱离问题苦海，一对一点对点手

把手细心指导，从日常课堂的细节问题出发，随时研讨随时

帮助随时扶持，从而使问题多骨头难啃的现象消灭在萌芽状

态，随时随地进行教育教学帮扶，从而进入团体前进集体优

秀的良好势头，推动教师专业成长。

（3）“名校 +”教育联合体平台
近年来，由于省重点省示范的评优体制使得大部分优秀

教师集中在个别名校，而针对这一局面我们所提出的“名校

+”教育联合体平台更是有效地打破了这一发展瓶颈。通过校
际之间的互动交流、分岗流动研讨交流、聚焦精品课堂等多

种多样的教学活动，促使教育资源均衡发展，教师专业成长

迅速喜人，教研成果层出不穷硕果累累。

（4）名师工作室引领
之前对于名师这个称号来说，我们只能是高山仰止，而

近几年名师工作室的建立和吸纳，使得我校部分教学新秀快

速进入了向专家型教师成长的轨道。名师工作室探讨活动的

开展也为我们带了新的研究成果分享，更为迅捷有效地应用

于教学实践活动之中，推动教师科研队伍的壮大。

（5）教科研团体合作研讨
校内教科研团体的形成也成为我校课题研究发展的一大

主推手。每周两次的教科研活动，从讲课、说课、评课、研

讨课、完善课几个环节入手，让教学更为高效精准，让研究

更为灵活自如，让团体合作更为行之有效。而在大的团体之

中由于研究兴趣的不同我们也形成了个别小型的研究分支，

这使得研究呈树状模式发展持久深化。

（6）“点课制”示范过关课制度
在我们每日点课制的督促之下，越来越多的优秀教师的课

堂人满为患，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而新手教师的课堂

则成为他们专业考核的过关项。由于随手推门可进的制度，让

教师们越来越重视向课堂 45分钟要质量，堂堂争取精品课，
这也使得教师的专业成长和课题研究顺理成章的走向好趋势。

（7）社团导师负责制
在不同擅长的领域和不同专业研究兴趣的促使之下，越

来越多的老师开设了自己的社团课堂，或者搭建了自己的社

团团体，一个甚至多个教师合作，实行社团导师负责制，将

教学进行得更为灵活多样，丰富多彩，这不仅激发了学生的

学习兴趣，更激发了教师自身的研究兴趣，推动教科研发展

和专业成长。

（8）学科节活动等各种形式
除以上形式之外，各种各样的学科节活动也推动着教科

研的发展，例如此次课题研究的参与教师就在教科研的过程

中指导学生参加作文大赛，不仅指导学生获得多个奖项，而

且也被评为“叶圣陶杯”作文最佳指导教师。这不仅是教师

专业发展的体现，更是教科研深化的硕果。

总而言之，“学校课题研究的管理机制应该凸显教师参

与，学校要以课题研究为契机和抓手，努力培养教师的科研

意识”，使教师熟练掌握教科研方法从而不断提高教研能力。

搭建课题研究与教师专业成长间的链接桥梁，落实深化课题

研究，切实推动教师专业成长，已成为我们当前教育教学质

量发展的关键。明确课题研究重心，推动教师专业成长步伐，

不仅是我校发展的工作首任，更是应对教育改革的新要求和

新使命，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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