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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生身上找到自己发展的轨迹
———来自科研课题研究与实验的几点体会

索月玲 （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南关学校 734000）

摘要：“科教兴国，科研兴教”这句话高度
概括了教育科研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讲，每
位学科（如语文、物理、化学、生物等）教师都
有可能成为教育专家。 “教育家”与“教书匠”
只有一“墙”之隔，这堵“墙”就是教育教学研
究及其论著的撰写。 本论文将从课题研究的
选择、设计、实施、评价、收获等方面，对语文
学科课题研究的若干问题进行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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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说 教 学 质 量 是 学 校 发 展 的 生 命 线 ，
那么科研工作就是学校的坚强后盾。 “科研兴

教”是素质教育时代赋予我们的新的使命。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教学生涯就是一个科

研课题。 我们在多年的日常教学工作中有过太

多的感受，太多的案例，太多的经验，只是我们

平时不注重收集、研究、整理和编纂罢了。
从教十九年来， 我目睹了学生由应试教

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 我们也从疲惫的满堂

灌中抽身出来。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盘点一下

素质教育以来学生的语文水平，不难看出，大

凡 语 文 成 绩 好 的 学 生 无 不 具 备 读 和 写 的 能

力。 这里的读重点指的是会读课外书。 而且，
喜欢读课外书， 能大量阅读课外书的学生自

然 识 的 字 就 多，积 累 的 好 词、好 段 就 多，知 识

面就广，分析能力就强，相应的作文也就写得

好。 写的重点是会写一篇能打动读者的优秀

作文。 素质教育以来，不管是中考，还是高考

中的语文试卷，作文分的比重越来越高，以至

于 今 年 的 张 掖 市 中 考 语 文 试 卷 改 变 为 150
分，其中作文 60 分。 一篇缺乏好的题目，新颖

的构思， 热门的话题的作文是难以打动阅卷

教师的。 由此可见，读和写的关系不仅密不可

分，而且是一个学生学好语文必备的能力。
为了推进素质教育， 在几年来的初中语

文教学中， 我大力从读和写这两方面入手提

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于是，学生读书的动态，
兴趣的培养， 读书方法的指导激发了我的课

题的诞生。 2007 年年初，书香校园创建工作刚

刚起步，我市、区教育部门率先启动了读书工

程。 在这种大气候的影响下，我的《创建书香

校园的零起点模式》课题被市教育局批准立项。
从此， 我开始了研究培养学生阅读兴趣和提

高学生阅读能力的有效途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推进读

书工程的路漫长而艰巨。 刚开始，学生的读书

意识淡薄，手头没有经典的课外书，喜欢传阅

动漫、科幻、穿越甚至是色情暴力小说。 针对

学生这种情况， 我从介绍适合学生阅读的书

目开始。 推荐一本好书时，我只讲述书中一个

精彩的片段，首先激发学生读书的兴趣，然后

逐渐规范到要求他们做读书卡片， 做读书笔

记，写读书心得，办读书手抄报，参加演讲，作

文竞赛等。 这样使得学生逐步在日常学习中

养成了自觉读课外书的习惯。
通过三年的实验探索， 我总结出了一些

有效方法， 如做个性化读书书签提高了学生

读书的兴趣；“好书在我脑中”抢答竞赛活动促

使学生积极主动去读书；读书日等系列活动不

仅展示了学生的读书收获， 还激发了学生的

阅读兴趣。 在学生不断成长的同时，我也有了

许多收获和进步。 为了给学生讲一个精彩的

片段，我首先泛读好书，然后精心挑选。 三年

来，我们课题组成员精诚团结，努力从学生阅

读不足之处入手，对症下药。 结题之时，我们终

于探索出了适合我校学生的读书模式。 我们的

课题也获得市级课题一等奖。 师生的共同成

长，激发了我省级立项课题《阅读塑造学生完

美人格的实验与探究》。这次，我和学生共同编

写了校园系列校本课程《飘香的中国味》———
走 进 传 统 节 日，《泣 血 的 中 国 爱》———走 进 感

动 中 国 人 物，《血 染 的 中 国 红》———走 进 中 国

红色历史。 我们课题组坚守的信条是：只要行

动，就有收获。 我校实验班的行动宣言是：每

周读一本书。 我们把这一具有操作意义和目

标意义的口号，悬挂在教室最醒目的地方，时

时提醒师生不忘读书。 在这一行动理念的指

导下，我们在促进教师读书和学生读书方面，
分别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 这一课题同样

丰富了学生的脑袋，增强了教师的才干。 在市

级一等奖和通过省级鉴定的光环后面， 是我

们不懈的努力。 同时，我对课题选择的意义也

有了新的认识和收获。 我认为，选择和确定研

究课题具有重要意义， 是开展科学研究的第

一步，是课题研究的关键。 正确的选题决定了

课题研究的方向和水平， 决定了研究价值的

大小，决定了研究能否取得成功，是研究水平

的重要标志。 而导致研究失败的最常见的原

因就是选题不当。
教育内部矛盾纷繁复杂， 且教育现象和

过 程 多 姿 多 彩、千 变 万 化，存 在 着 很 多 问 题。
所以，我们应该注意，并非所有的问题都是有

意义的科学问题， 并非每个科学问题都值得

研究。 要发挥教育研究的效益，我们必须根据

人 力、物 力、时 间 等 情 况，选 择 带 有 全 局 意 义

的规律性问题， 选择急需解决的实践中遇到

的问题进行研究， 并在把握教育内在关系和

联系上取得突破。 正确选题是教育研究工作

者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功。 研究者必须善于

对理论本身、理论与实际之间、现状与社会发

展需要之间的种种矛盾进行透彻分析， 才能

发现、 提出和形成一个有意义、 有创见的问

题。 所以，研究课题的确定综合反映了研究人

员的洞察力、对形势的判断力和胆识。
虽 然 我 主 持 的 好 几 个 课 题 都 结 题 并 获

奖，但仍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如校本课程开发

不够，学生资料欠缺，学生足够的读书时间没

有保证。 但这也给我们指明了下一步努力的

方向，我们将继续从学生问题入手，进一步探

索完善。
当然，课题研究也不能流于表面形式，要

努力和提高课堂效率结合起来。 新改革的实

施和推广本身就是一个大课题， 没有现成的

结论。 这就需要我们所有的教育工作者共同

努力，加以探究。
科研能解放我们的思想， 能激发我们的

灵感， 能挖掘我们的潜能， 能增强我们的自

信，能提高课堂效率。 苏霍姆林斯基有这样一

句给教师的话：“如果你想让教师的劳动能够

给教师带来乐趣， 使天天上课不至于变成一

种单调乏味的义务， 那你就应当引导每一位

教 师 走 上 从 事 研 究 这 条 幸 福 之 路 上 来 。 ”如

今，我们强调教育只有让学生“乐学”，教育才

有生机和活力。 其实，我们教师的发展和成长

应该遵循同样的规律。 教师发展了，教师“乐

教”了，教 师 的 幸 福 感 强 了，我 们 的 教 育 才 能

得到真正的发展。
今天，我校科研工作已蔚然成风，我希望

我们每位课题组成员都能继续从学生身上找

到自己发展的轨迹， 使我校科研工作更上一

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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