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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市（地）级中小学教科课题结题，

其中不乏精品，但是多数课题的研究报告在领到结题证书

之后就被束之高阁，未能充分体现它应有的价值。其实，如

何从课题报告中炼制论文，并争取在期刊上发表，也是中小

学教育科研成果交流推广的主渠道之一。

一、课题报告与期刊论文的特点比较

课题研究成果包含课题的研究报告或学术论文（下均称

为“课题报告”）以及支撑性材料。作为研究成果的主体，课题

报告是课题研究工作的最后阶段对研究过程中所有方面的

客观文字描述。它要描述和解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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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报告主要用于课题

规划部门组织的同行专家对课题研究的综合评估，它要求能

详尽地反映课题成果形成的全过程。因中小学科研管理沿袭

了大学或科研院所的管理模式，其课题报告的结构与大学学

报所刊登的研究论文相类似。
这里的期刊论文，特指在中小学教育类期刊上发表的

文章。一般来讲，中小学教育科研的性质基本上属于应用型

研究，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贡献系统的教育科学理论，而是

为了改进教育教学实践，故没有必要把这些“雍容华贵”的
课题报告原封不动地复制到期刊上。另一方面中小学教育

类期刊读者的主体仍是中小学教师，他们要汲取的是其中

的精华，而不太关注事件的来龙去脉。并且与大学、科研院

所相比，中小学教育类的期刊数量偏少，教师要发表的论文

容量也要受到版面制约。因此，期刊论文只得呈现“小家碧

玉”，进而论“理”说“法”成了期刊论文内容的主体，也是基

本的表达方式。
任何课题的研究报告都可以用论文形式来表达，但是

在实际操作中，由于上述因素使得许多中小学教师的课题

报告与期刊论文有着较大的差距。因而如何从课题报告中

炼制期刊论文，是深化原有研究成果、提高自身研究水平、
发展自身研究能力的又一重要实践活动，也是进行学术交

流和科研成果推广的重要形式。从下表的课题报告与期刊

论文的特点比较中，可以看出两者的区别和联系。

二、课题报告成为期刊论文的炼制方向

尽管在撰写课题报告时也有下列要求，但是对于撰写

期刊论文尤为强调。
⒈追求简洁性

在期刊上发表论文是向同行或社会提供自己的研究成

果，表明自己对某教育教学问题的见解和主张，如此期刊论

文可看作是课题报告精加工的产物。但因版面所限，一般以

3-5 千字为宜，由此可见期刊论文本身要求简洁。可以说，

期刊论文是各种课题报告类型中最简洁、最主要的形式，而

专业性强是要求简洁的又一个原因。因为期刊论文是同行

专业人员的阅读，所以，期刊论文要客观、准确地把研究的

过程，以简洁的方式告知大众。对一些常识性概念不需要解

释，行文要富有概括力。如论述角度小、巧、新；开门见山提

出论点，论证过程简洁明晰，使用论据少而精；不写成讲义

或者以繁杂冗长的例证掩盖论述的空虚。
⒉突出实用性

研究的本质在于创新性及创新的客观实在性。以改进

教育教学实践为主要目的的中小学教育科研，必然与每一

位教师的日常教育生活紧密相连。因而对中小学教师而言，

大多数的课题研究就其工作性质而言，它并不要求由此生

成的期刊论文有多高的理论建树，而是重在实用价值，具有

新意。期刊论文需要突出研究中的发现与创新，可以截取方

法、过程和结论中的某一个侧面，深刻反映课题研究成果的

特色和亮点，并用较简明精炼的语言加以表达，这样的论文

才是有价值的，发表的可能性较大。如笔者曾对人民教育出

版社编写出版的 2003 版全日制普通高中教科书《化学》中

的每个化学实验，从设置功能、操作效果、改进方向等方面

进行了系统的实验观察。根据课题报告中的典型问题整理

出的《对部分高中化学实验问题的反思》一文，发表在《教学

与管理》2007（4）上。由于文章提出了许多新的认识和建议，

该文被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学化学教与学》2007（7）

全文转载。

如何从课题报告中炼制期刊论文
◇张智青 李哉平

项目 课题报告 期刊论文

理念
强调过程，求全，是对未知
的探索。

强调结果，求精，是对已知
的整合。

历程
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

选论点→找论据→做论证

表征
追求圆满，包括研究的整
个过程、具体的方法和措
施以及成效等

追求特色，主要表达最主
要、最精彩和最具创新性
的内容

关系
两者异曲同工，既有区别，又不能截然分开。同时，在课
题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期刊论文，其认识可能更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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⒊增强逻辑性

论文的形式可按提出问题、陈述或分析问题、解决或回

答问题的过程展开，宏观上系统全面，微观上集中深刻。而

在论证的过程中，既要注意进行逻辑组织，用逻辑的力量推

出正确的观点，又要注意论述过程与科学事实的恰当配置，

这样才能做到观点与材料的统一。论文要以论点为轴心和

灵魂，以材料为辅助和血肉，材料为论点服务，论点统摄材

料，使之成为一个题旨明确突出、文脉贯通的有机整体。同

时也要注意论证过程中过渡的衔接、必要的说明及结构的

均衡，以符合期刊论文的形式。
⒋讲究语言美

语言要准确流畅，生动形象，合乎语法规则。论文中的

观点性语言要正确精炼，材料性语言要活泼清新，论述性语

言要严密充分。论“理”说“法”通俗易懂，具体可感。一方面

要避免太浓的学术味，不能堆砌太多的专业术语，进行专业

术语的演绎，另一方面要给沉闷呆板的议论语言适当地增

加一些鲜活和变化，让人读来有趣、有味、有收获，如沐春

风，清新怡人。

三、炼制要在精致上下功夫
从课题报告中炼制期刊论文的方法有：保留原有的体

系进行浓缩（去“水分”）；推倒原有的框架进行重构（“异构

化”）；或选择其中的分论点，重组素材独立成文（如同“石油

的分馏”）。总之，在撰写时必须尽可能做到考虑周密，在精

致上深化提升。
1.画龙点睛在标题：确切、鲜明、新颖、简练

人靠衣装，佛靠金装。标题是对整篇论文的概括与提示，

并引导着读者研读的思路。读者在看文章内容之前一般是先

关注标题，透过标题这扇窗户来探视其中写了些什么，通过

浏览标题来确定对某一文章的阅读与否。因而在写作时，要

求论文的标题达到最大程度的贴切与恰当：既要反映研究主

题，又要遵循教育研究的客观事实。标题的编制要遵循“内容

与形式科学地统一，能够准确而全面地反映论文的主题和内

容”的原则。若把论文中的主标题比之本色，则小标题可喻为

“粉黛”，并力求对仗工整。如《谈化学图示的原则》（《教学与

管理》）2003，（3）中的各标题：内容的针对性———有的放矢，

表达的简约性———去伪存真，知识的启发性———择善而从，

方法的迁移性———学以致用，呈现的新颖性———别具一格，

画文的交融性———相映成趣。这样就容易唤起读者的阅读兴

趣。当然，标题也不必刻意追求华丽的辞藻与修饰。
论文的主标题不一定与课题名称一致。因为课题是正

在探究的问题，处于现在进行时。课题名称只能是问题的正

面陈述，要求尽可能用学术性词语，最好能体现课题全貌

（如研究对象、范围、内容、方法）。因有时科研的结论与预期

目标会有较大的偏差，故要求课题报告的各标题能客观地

反映所概括的内容。而论文的大小标题可以是各种各样的，

属于任何一个时态，作者可根据研究已有的结论和论文的

读者对象重新确定题目，如口号式、结论式、疑问句等，并允

许适当地加以修饰。
⒉绪论寥寥数语，即能吸引读者眼球

绪论的任务在于激发读者的兴趣，并迅速将其引入研

究问题。其要求简明扼要、直截了当，把课题研究的有关问

题交待清楚，为本论的展开创造条件。但开头篇幅不宜过

长，以免全文头重脚轻。有的作者喜欢开篇宏论问题的意

义，若多数读者对问题的意义认识不足，这样写也未尝不

可，但众所周知的意义就不必多说了。读绪论时读者真正关

心的是具体的操作以及为什么，而有些有经验的读者甚至

会跳过绪言而直奔文章的主体。如在《教学效率等于什

么———兼谈多媒体直观性的副作用》（《上海教育科研》，

2005，（11））一文中，编辑删除了原稿中前两段“关注教学效

率的历史和现状分析”的内容，把第三段话提到前面，套上

方框作为绪言：“到底什么是教学效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

理解，不同的理解就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不同的教学理念以

及不同的课堂实践。当人们对教学效率理解不一而又一致

地视之为教学活动的标杆时，何谓教学效率的问题自然就

成了一个严重的方向性的问题。”这样的开头更能引起读者

的注意。而在课题报告的开头，却要用很大的篇幅来阐述

“研究的缘由、目的意义、文献综述以及准备”，有些甚至要

回顾“本课题的研究史”。
⒊本论浓墨重彩，以翔实的材料、严密的逻辑和新颖的

观点折服读者

作为文章的主体，本论要充实饱满，观点、材料和结构

水乳交融，可按照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发展过程（自然顺序，

层层深入式），或者按照事物或问题的内在联系（逻辑顺序，

分类排列式）来展开。期刊论文并不是对研究过程和结论的

全部或简单地描述，而是将科研工作中最主要、最精彩和具

有创造性的内容和结果加以提炼，用较简明精炼的语言加

以表述。它不包括过多的具体研究方法和过程，而更多强调

内容的创新、学术价值和严密的论证过程，使成果得到公众

认可。
4.结论回味无穷，让读者有梦魂萦绕之感

结论是作者对研究总体的判断、总结性的见解。它是在

研究结果的分析或讨论的基础上，经过逻辑思维而形成的

更高层次的总体论点，是全篇论文的精髓。它使中心论点更

加明确，或是归纳出论点，或是对中心论点的进一步深化，

或围绕着中心论点提出建议、设想等。写作时要做到措词严

谨，逻辑严密，文字简明、具体，不能模棱两可、含糊其词，要

经得起检验。如绪论对中心论点的概括已经比较明确，本论

部分的论证又比较集中连贯，结论则可以比较简洁甚至省

略。而带有总结性质的课题报告，则要追求完整的格式。

（作者单位：浙江省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 浙江

省台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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