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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教育科研，许多教师马上会想到“做课

题”。是的，课题研究是教育科研的重要内容，但不

是教育科研的全部。教育科研是一种指向教育实

践的行动研究，它可以作为思考问题的技术被应

用，具体表现为提出问题、归因问题、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四个环节，教师经历这样的过程有利于发展

思考问题的意识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就拿“教学管理中要求教师撰写课后反思”这

个例子来说。当前许多教师撰写的课后反思质量

不高、流于形式。针对此问题，一般人会简单地将

原因归结为教师精力有限、责任心不强、应付意识

过重等。但有研究意识的教学管理者就会从深层

进行分析和思考：教师了解撰写课后反思的价值

吗？什么样的课后反思才是高质量的？教师写的

课后反思真的有“反思”的实质吗？课后反思与教

学行为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为什么写了这么多

年课后反思，在进行课题研究时还是无题可选？

……对这些问题作深入分析就会发现：长时间注

重形式化的“看量不求质”的课后反思撰写管理，

才是出现应付式撰写的真正原因。解决此问题的

关键，首先在于提升教师对课后反思写作意义的

认同，然后才是培养教师的课后反思写作力。有

教学管理者将课后反思与教师的教学研究、论文

写作、专业成长综合起来思考，把撰写课后反思作

为日常校本教研活动的一部分。也有教学管理者

以此问题为突破口，提出“主题+特色：教师日常教

学‘反思日志’管理策略创新研究”的研究课题。

这样，既可以探索教师撰写课后反思的管理路径，

又有助于发展教师持续关注教学问题的意识与

能力。

当然，教育科研还应成为一线教师专业素养的

重要组成部分。实践即研究，研究助成长，引导教

师做好教育科研是高质量教师队伍培养的必然要

求。在教育科研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学习力、思考

力、实践力以及经验生长力，也正是课程改革中教

师要发展的专业素养。《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2022年版）》颁布以后，许多课程理念有了变化，

有些更是全新的内容。从课程理念的提出到教学

实践的应用，这一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

一线教师正确理解课程理念的内涵，认识课程理念

与教学实践之间的差异，对已有实践经验进行梳

理，思考课程理念落地的路径……研究意识较强的

教师便会主动采用科研的方式进行探索。

以“跨学科主题学习”为例，教师可以用“课程

综合化视域下跨学科主题学习的设计与应用研

究”这样的课题展开研究，借助“课程综合化”理

念，在明晰“跨学科主题学习”的概念和关系的基

础上，设计相应的主题活动和项目学习。也可以

用“以小学数学综合实践内容为载体的跨学科主

题学习设计与实践研究”这样的课题展开研究，探

索以数学学科知识为基点的跨学科主题学习，形

成有利于学生进行知识应用与知识拓展的学习路

径。当然，还可以确立其他课题进行研究。无论

研究哪个课题，教师都需要学习与跨学科主题学

习相关的文献，深刻理解其基本概念，准确把握实

践要点。同时，在研究过程中，教师需要不断地进

行假设、分析与判断，从而不断改变、修正与总结，

经历“发现教育教学问题—形成研究课题—实施

研究过程—提炼研究成果—应用研究成果”的全

过程。这无疑对教师专业素养的提升有着极为重

要的作用，有助于教师实践智慧的生长。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教育研究培训中心）

教育科研与教师实践智慧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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