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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师大小课题研究的比较

笪李哉平 金 遂 张晓宇文

课题研究是目前中小学教师群众性教育科研的主要方式。
尽管课题研究都是一个“预期———过程———结果”的系统，大小

课题只是相对而言，但是倘若能进行认真比较，大小课题在研

究总体特征、路径和文本等方面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一、课题研究总体特征的比较

从研究对象、研究方式、研究过程、研究成果以及相互关

系等方面进行对比（见表 1）。

表 1 课题研究总体特征的比较

二、课题研究路径的比较

对于每一个大课题研究的过程，都可寻得一条路径（如

下图所示）。图中的各个环节从整体上讲是连续的，并且环环

相扣。也可根据具体研究需要而有所重叠、重复或交叉。

也有人把大课题研究的流程，概括为“选题论证———设

计方案———立项开题———实施研究———结果分析———鉴定

推广”，显然与上述大同小异。
然而，小课题研究在实施时并不需要严格按照上述路

径。从以下所提供的两个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观点中，可以看

出小课题研究很明显走着自己特有的路径。
小课题研究路径：与行动研究的过程是一致的，即可分

〔摘 要〕课程资源是课程实施的前提，学习生活中蕴藏着极为丰富、优质甚至是应有尽有的语文课程资源。课程资源如何有

效地与语文教学结合，对改革传统的语文教学，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提高学生母语学习的兴趣和质量，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有着

重要的意义。本文力求从语文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出发，结合语文学科自身的特点，从“学科资源的整合”、“师生资源的整合”、“校

内外资源的整合”、“校园文化资源的整合”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与探索。
〔关键词〕课程资源 课程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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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问题、设计、行动、评价四个阶段。在问题阶段，要明确“有

哪些实践问题需要解决”；在设计阶段，要回答“应该怎样解

决所面临的问题”，即提出解决方案，明确采取什么行动措施

将得到什么效果；在行动阶段，要保证“是否按解决方案采取

了有效的行动措施”；在评价阶段，要分析“所采取的行动措

施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解决问题的情形以及还有什么

问题等。然后，根据评价的结果开展下一步研究。
可见，小课题研究是一个“问题———读书———行动———

反思”的过程，更能凸现“连续关注、不断追问、多次尝试、寻
求对策”的探究历程，且呈现“短平快”的螺旋式上升过程。

三、课题研究文本的比较

现就课题研究中，较为重要的两种文本———申报方案和

结题报告分别进行比较。
1.课题研究申报方案的比较

设计课题研究申报方案，是为了对课题研究的方向和进

程形成清晰的认识，做到心中有数，有事可为，一步一步地走

向预期的目标。课题研究申报方案主要用于立项评审，尽管

形式多样，但都要回答如表 2 所示的基本问题。对这些基本

问题的回答，构成了课题研究申报方案的基本要素（见表 2）。

表 2 课题研究申报方案的一般构成

研究设计中，可引导教师运用可视化工具———“思维导

图”来表述研究思路，通过绘制起泡图（用于归因分析）、流程

图 （分析事物发展过程之间的关系，设计研究步骤的顺序）

等，让教师在开题之初就明确大致从哪些方面入手。
2.课题研究结题报告的比较

教育研究即将结束时，要对课题研究进行总结、研讨、理
论阐释以及提出新的问题。这就是结题过程，表现方式往往

为课题研究的结题报告（也称研究报告）。结题报告，要描述

和解释课题研究结果是如何获得的，并对其获得的合理性做

出解释和说明。一般格式分为前置（标题、署名、摘要、关键

词）、正文[引言、主论（方法———结果———讨论）、结语]、后缀

[（鸣谢）、引文注释与参考文献]三部分。其中的正文是结题报

告的主体（见表 3）。

表 3 课题研究结题报告正文的一般构成

结题报告正文中的“结果、讨论、结语”往往不易把握，我

们可参照如下比喻进行理解：如把“果树生长”比作教育科研

过程，则“长出的果实”是研究结果（客观事实，是从研究中直

接得到的），而对“这种果实的各种成分及其作用”的问题交

换意见或进行辩论就是“讨论”（一种理性的分析与认识），基

于“讨论”基础上形成的“这种果实的价值”则是“结语”（总体

判断或总结性见解）。
大小课题的结题报告本质上是一致的。撰写时都要注

意：⑴对照着课题研究方案来写；⑵充分体现是如何运用方

法来解决问题、遵循规律进行理性思考的过程；⑶研究结果

最好用一般与典型、数据与事例相结合来表述；⑷有些材料

可作附件，但其中的精华应在报告中体现。小课题的结题报

告可根据需要或个人喜好产生一些变式，如论文、故事、案
例、产品、过程记录等，只要能清晰地阐释教师个人的教育教

学反思与行为跟进、教师自身的问题解决与经验提升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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