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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首 语

始终保持对教育科研的向往

□ 兰衍局

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如果你想使教育工

作给教师带来欢乐，使每天的上课不致变成单调乏

味的苦差，那就请你把每个教师引上进行研究的幸

福之路吧。”教育科研是教师获取前沿知识的重要

途径之一，能推动教师成长为学术的领路人，使教

学在更深、更广的领域展开。

当下，小学数学教师科研能力的提升可能会遇

到如下困境：其一，专业的成长仅限于写好教案、上

完课；其二，认为专业成长仅限于能解题、会讲题，

做学生的解题好帮手；其三，认为专业成长和课堂

教学是平行的两条路。如此，教师的工作可能会永

久地停留在经验层面，他们那些宝贵的教学经验未

能得到总结和提升，丰富的解题和讲题经验也可能

仅止于此。

那么，小学数学教师该怎么开展教育科研呢？

首先，改变教育科研观念。要认识到教育本身

就是一种科研，反复钻研教材就是在研究教学内

容，基于学生立场的备课就是在研究学生，千方百

计让学生理解数学背后的原理就是在研究教育、教

学规律。要体会到教师的工作本就是教育科研，教

育要发展就要不断发现和解决问题，教育要成功就

要遵循教育规律。要感受到课堂就是最佳的教育

科研实验园，教育教学研究就在教师与学生的对

话、合作、辨析等教学过程中展开。

其次，理解教育科研价值。要以教育科研促进

教学，把新时代下小学数学教学的热点问题当作教

育科研的主题和方向。如单元整体教学设计、

“教—学—评”一致性、跨学科综合实践、真实情境

等，都是本轮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开展教育

科研的重点课题。要以教学推动教育科研，不断锤

炼教学技巧。教学中，教师应关注素养目标如何落

地，琢磨课堂活动如何展开，思考关键问题如何提

炼……如此，必定会引发自身对已熟悉理论的再思

考，使教育科研更加靠近教育的本质，获得更宽广

的思路。要使教学与教育科研相互促进、相辅相

成。教师应努力通过教育科研，获取学科的前沿理

论，掌握学科最新的发展方向，从而从高层次统驭

小学数学教学的知识体系，并及时将教育科研能力

迁移为教学能力。

最后，掌握教育科研方法。要以兴趣为研究引

领，从教学的真实困难入手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并为现实问题的解决寻找方案，如怎样开展有效的

过程性评价、怎样设计体现单元整体教学的作业

等。要以问题研究为基本的逻辑起点，围绕问题进

行整体设计，从而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

形成问题意识。要以恰当的方法为路径，比如可以

基于实证研究开展教学研究。只有方法对了，才能

收集到反映实际问题的证据材料。

当然，教育科研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一线教

师须始终保持对更好的教育科研的向往，通过不断

思考、实践，提升自己的教育科研水平。

（浙江省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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