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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撰写研究报告的常见问题

笪李 洵文

南京市于 2006年开始推广市级教育科学规划“个人课
题”的研究。“个人课题”研究主体为教师个人，主要特点为
“小切口、短时间、重应用”，课题侧重解决一线教师在教育教
学实践中面临的“小问题”，研究时间为一年，是一种应用型
的研究。为帮助老师们进一步了解“个人课题”研究报告的写
作，积累教科研经验，熟悉教育科学研究规则，本文以市级第
三期教育科学规划“个人课题”研究报告为例，对其中的一些
常见问题进行了梳理，归纳出三类问题。

问题一：研究报告的实质不清
1．混淆研究报告与研究方案。部分老师撰写研究报告时，

对于研究报告与研究方案结构相同的部分，采取简单复制的
方法，一字不差地照搬过来。如《指导小班孩子涂色的方法研
究》，研究报告与方案如出一辙，甚至研究报告中还出现了
“预期成果”的字样。因此，我们有必要厘清这两个概念，何为
研究方案（课题申报表）？何为研究报告（结题报告）？两者之
间又有什么关系？从本质上看，研究方案是课题研究的总体
规划和设计，是对研究问题的假设，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探索
途径；课题的论证，主要说明此课题有价值进行研究；研究者
有条件开展研究以及准备如何实施研究等内容。研究报告是
课题研究完成之后，研究者反思研究过程、总结研究成果的
一种方式，是对研究方案中假设的验证，重在阐述做了什么，
怎么做，得到了什么，达到了什么目标等。前者是研究前的预
设，是研究的蓝图；后者是研究过程的精炼和研究成果的体
现，是研究后的总结与反思。一方面，两者之间存在逻辑关
联。研究报告的有些内容应与研究方案的相应内容相呼应，
如方案中阐述研究目标是构建模式，报告就应有模式构建的

具体步骤与措施；如方案拟采用实验法，那报告就要有实验
前后的数据对比等。另一方面，两者也有区别。虽然二者的结
构部分相同，如都有课题解读、关键词界定、（预设）研究成果
等，但经过了一年的研究，研究者应该会有一些新的发现与
收获，对课题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此时，就需要重新审视之
前的研究预设、阐述的关键概念、限定的研究范围是否正确，
进一步指明研究已解决的问题。

2．研究报告等同于工作报告。课题研究报告是课题研究
成果的重要形式之一，是科研工作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是研
究的最终结论和表现形式，需要严密的论证、清晰的逻辑推
理，论点论据缺一不可。它既是研究者对过去研究活动的反
思，又是在反思中进一步提炼出理性思考和经验，表明了课
题研究的立场、观点、方法等。写作时，研究者一定要有“问题
意识”，常常反思所写的内容与课题研究的相关度，如能解决
研究中的什么问题，能达到什么研究目标。但有些研究者缺
乏深度思考，常常不加选择将所有材料堆砌在一起。

问题二：研究报告的结构不完整，内容不全
虽然研究报告不是标准化作业，但一般来说主要有以下

五部分：课题的提出（背景、现状、意义），课题相关文献研究
综述，课题的实施，课题研究取得的成果，研究后的反思。前
文已述，研究报告不同于方案，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两个
相对独立的实体。但部分教师不清楚这些，误以为研究报告
是在“研究方案”的基础上撰写的，有些内容不需要重复：如
研究的现状、研究的必要性等，因此研究报告只写研究过程
和研究结论。但就科研的严谨性与规范性来说，研究报告需
要表述完整。当然，在撰写这些内容的时候，最好换一种方式

〔摘 要〕本文对南京市第三期教育科学规划“个人课题”研究报告进行了梳理，归纳出教师研究报告撰写中主要存在的三类
问题：不清楚研究报告的实质；研究报告结构不完整、内容不全；研究报告内容表述有误、言难达意。并附以实例剖析，说明研究报
告的写作要点。
〔关键词〕课题研究报告 撰写 教师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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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可以将背景性的内容进一步加以凝练概括，高度提炼。
另有些报告缺少深刻的反思部分。我们只有认真理性地去认
识这些困惑、不足乃至问题，才能更加清楚地看到进一步探
索的方向和空间，激发起研究与创新的动力。

问题三：研究报告的内容表述有误、言难达意
1．研究目标表述繁多，含糊不清。研究报告中的研究目标

即课题研究已解决的主要问题，表述应具体、准确、简练。“个
人课题”研究时间为一年，研究者为教师个人，这样的课题大
多研究目标只有一个。此外，研究目标决定研究内容，若干个
研究内容都是为完成同一目标服务的。教师对研究目标的误
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不能突出重点言简意赅地阐述
研究目标。其二，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混淆不清。研究目标罗
列了六、七条，研究内容却只有三、四句话，明显“本末倒置”。

2．研究内容泛化，未针对课题开展研究。研究内容的正确
与否事关课题研究的成败，研究者应紧扣课题关键字进行研
究，做到重点突出、条理清楚。确定研究内容后，可反思一下
其与课题关键词之间的关系。切不可泛泛而谈，游离于课题
之外。

3．研究方法不明晰。一个严谨规范的学术研究，必须以严
谨规范的方法为支撑。教师应针对问题选择方法，并将其具
体实施于自己的研究中。结题时，还需在研究报告中阐述出
真实、可操作的具体研究步骤———“做了什么”、“怎么做的”，
否则课题给人的感觉会是研究模糊笼统、可信度弱。且研究
方法与内容、目标之间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即研究目标决定
研究内容，研究内容限制研究方法。此外，研究内容与研究方
法是研究报告的主体部分，关系到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
性，从中也可以看出研究者的科研素养与研究功底。这里，应
体现研究与实践的主要线索，展现出具体的课题研究的技术
路线，分阶段说明研究了哪些问题。如解决了实践中的什么
问题，遇到怎样的困难，如何克服，经历什么大的变化，对关
键问题的思考等。表述时可将研究时间、内容与方法揉在一
起，如采用这样的格式：研究起止时间，运用了何种方法，研
究了什么，结果又是怎样，不足之处又在哪里；此部分在整个
课题研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等。

这其中突出问题有二：其一，选取了不恰当的研究方法。
如《初中历史课堂学生参与度的现状调查和对策研究》，研究
内容应为学生历史课参与情况调查及其对策研究，研究方法
为调查法等。但研究者却“顾左右而言他”，将研究方法表述
为“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向问题要答案等”，整篇答非所问。其
二，罗列了很多方法名称，却无具体应用。如《农村中学高中
生早恋问题及其应对策略的研究》研究方法寥寥几字：问卷
调查，访谈法，上网查阅，查阅相关书籍和报刊，个案研究法，
调查研究结果。此处，研究者应清楚具体地说明运用什么方
法解决了什么问题；如使用了调查法，那么告诉大家调查的

对象、时间、问题等，以及之后的数据分析及结果讨论。另外，
“上网查阅，查阅相关书籍和报刊，调查研究结果”也非研究
方法。“个人课题”研究切口小、时间有限，研究者只需针对课
题选取几种研究方法即可，并非多多益善。

4．研究成果和课题研究无逻辑关联。研究成果是衡量研
究报告质量的重要因素。写作时，应尽量做到一般与典型、数
据与素材相结合；既有详实的描述性资料，又要有典型的事
例（案例）分析。如课题研究采用了实验、观察、测量和调查等
方法，可定量分析所得的数量资料，得出相关结论。因为，量
化是教育科研深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使用图表可以将数据变
化清晰地呈现，研究报告也更有深度。而对于案例（课例）、叙
事研究等所得的描述资料可定性分析。如将定量与定性研究
相结合，更能全面、准确、深刻地认识课题的全貌，把握研究
的方向。
“个人课题”研究成果侧重于对课题核心问题的认识及

研究实践中的经验与收获，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为理论成
果，如得出了什么新的模式、策略，有了什么新的认识；二为
实践成果，如已开设的公开课，已发表、获奖的文章等。无论
是理论成果还是实践成果一定要与课题、研究目标紧密相
关。尽管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许多有意义的事，但没有
必要一一列举。研究者要学会去粗取精，选取能直接呈现课
题研究核心问题与观点的事实，进行详细阐释和分析；而对
于只能间接反映课题研究成果的内容，只需概括叙述或省
略。这里常见的误区如下：其一，研究成果宽泛化。如不加区
分将一切荣誉都统归于课题，反而会弱化课题研究的价值。
有些老师研究的是地理课堂教学，但成果列举的是所教班级
获得了“优秀班集体”的荣誉称号。二者之间有联系吗？其二，
成果与研究相关性不足。其三，杜撰成果。如有的课题报告对
研究过程：准备阶段、调查阶段、实施阶段、总结阶段，每个阶
段 1句话，一共不到百字；但研究结果却洋洋洒洒写了 7页，
约 6000字，也无原始材料证明如何开展研究。

课题研究需要教师转变观念、重新审视日常的工作，这
给他们提出了新的挑战。目前，部分教师对研究报告还不很
了解，对教育科研还有陌生感，因此，教师在撰写研究报告时
会出现各种问题，这些都是正常的。因为，作为教师科研新方
式———“个人课题”研究与其他事物的成长轨迹是相同的，其
产生、发展、成熟和壮大总是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过程。虽
然，现在教师撰写的研究报告还存在问题；但我们也欣喜地
看到越来越多的一线教师加入了课题研究的队伍。我们坚
信，随着“个人课题”的日趋成熟、完善，教师也会在研究实践
中熟练掌握研究报告的撰写方法，进而促进自身的专业发展
和自我提升。

〔李 洵 江苏省南京市教育教育科学研究所
21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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