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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完江苏省第二届教育科学规划精品课题建设工

作会议，笔者感到最大的收获是会上彭钢主任提到的做

精品课题的“五精”（精心选题、精细设计、精当操作、精彩

呈现、精致管理）独到见解。《江苏教育·教育管理》等 QQ
群里，不少网友咨询如何开展课题研究，如何做到教与研

的“并蒂莲”等问题。再联想到《山东教育报》在“成长在

线”上开展的“关注”征稿（《研究“小课题”，发现教育之

“美”》），一些网友的发言显示出对“小课题”研究存在的

认识误区：把研究“小课题”简单理解为写“教育总结”、
“教育随笔”、“教育故事”、“教育论文”。为此，结合笔者的

课题研究实践谈谈自己的看法。
所谓“小课题研究”，笔者认为，就是以学术思维和科

研意识来审视和理性解决日常教育教学工作出现的问题

的行动研究。也是教师根植于教育教学实践对自身的工

作进行自我观察、内省、反思、探究与行为跟进的一种研

究方式，具有“真”、“实”、“小”的特点[1]。“小课题”研究当

前正逐渐走入一线教师的教育生活，成为一种深受一线

教师喜欢的典型小问题研究。但是，我们教师也勿以它

“小”而走入研究误区。
一、“小课题研究”就是“教育总结”吗
“教育总结”，即是教师立足于最真实、最普通的教育

环境、教学状态、管理困惑，对“常态教学下的关键问题的

思考”。但“教育总结”，重在对“做了什么”内容的呈现和

就事论事的反思，大多感性有余而显理性不足。而“小课

题”研究首先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做出来———想清

楚———写出来”的，是一个不断实践、不断思考、螺旋上升

的过程。“做出来”就是脚踏实地地研究教学存在的问题；

“想清楚”，就是对存在的问题思维加工的过程；“写出来”
就是把问题理性地想清楚后写出，作为自己实践与思考

的结晶。换言之，“小课题”研究最重要的既不是呈现方案

也不是总结，而是通过“确定的小课题研究的题目———设

计出小课题研究的方案———反思小课题研究的进程———
调控小课题研究的进程———收集小课题研究的效果———
物化小课题研究的成果”的具体活动进程实现研究目的。
这是从课堂教学出发，从教师的困惑点出发，从教学的关

键点出发，从教育管理问题出发，对有价值的实践经验和

存在的教育问题进行理性地判断，“对策即成果，收获即

效果”是对“小课题研究”成效的朴实写照[2]。笔者的“小课

题”《对当前教师专业发展中“懵懂现象”的透视》[3]研究便

是对教师“二次成长”中瓶颈与突破的“为什么”和“如何

做”等有关教师专业成长的规律阐释。“小课题”《关于中

职校教师教科研论文写作的问题分析与建议》[4]研究是笔

者对某地市中职校近 70 篇参评论文写作问题作定性定

量分析研究的有规律结论。它们都是笔者将教（育）学工

作过程到研究过程的一种转换，是把自己的实践对象变

为研究对象的一种认知，是对教育理论、教学实践和自身

知识积累“三素”的有效融合。
二、“小课题研究”就是“教育随笔”吗
“教育随笔”，即对教育事件及时感悟的记录。重在记

成功的教学方法、记教学中的失误、记教学中的遗漏、记
教学中的感悟，思教育管理中不足，大多表现为零散的

“豆腐块”。而“小课题”研究则是对这“豆腐块”式教育随

笔的系统元认知，是教师对教育现象的追问，并不仅仅停

留于教育日记撰写、教育叙事叙述、教育案例的提炼、教
育反思的记录。“问题即课题、教学即研究、经验即成果”。
笔者的“小课题”《当前教师教育“自主权”缺失问题的诊

断与对策》[5]研究是关于对“教学主张”缺失对有关教师

“自主权”问题产生影响的系列教育教学活动和教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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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决策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结果进行审视和分析的过程。
“小课题”《中职校“四类”课程问题与有效对策———以机

电技术应用专业为例》[6] 是关于当前中职校专业教学，主

要包括日常的专业教学（专业技能课程教学）；课外技能

兴趣小组辅导教学；国家、省、市技能大赛集训教学；单招

高考专业教学 （高职升学教学） 四种课程教学方式呈现

“四张皮”（各自为政，缺乏系统性、统筹性、融合性）问题

的求解与论证结果。它们的研究流程都是：“教育教学工

作中发现问题———研究课题（问题即是课题，设想解决问

题的方法）—————研究设计（制定研究方案，实践中运用

拟定方法）—————研究过程（具体组织实施，问题得到解

决）—————研究结果（总结研究成果）”。这是对整个教育

教学过程中有关事件的监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自我评

价、自主提升、自动追求教育教学实践合理性的持续过

程。
三、“小课题研究”就是“教育故事”吗
“教育故事”，即教育案例当中的一种类型。它是教育

活动中的“当事人”、“实践者”———教师以故事的方式来

叙述那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真人、真事、真情感的短

文。这种叙事、讲故事的方式表达了教师对教育的解释和

理解，它既不直接定义教育内涵（是什么），也不直接规定

教育的应然（做什么），只是让读者从故事中体验教育是

什么或应该怎么做。“教育故事”是“小课题”研究成果的

一种呈现方式，但是“小课题”研究不仅仅是对教育叙事、
案例的表述，更是注重针对自身教育教学实践中的某些

问题或话题进行持久关注和不断反思追问，并有效改进

实践的研究性教育行为，其成果有完整的表述方式。一种

是教育叙事研究，主要包括题目（简洁点题）；引子（研究

起因）；背景（研究背景）；事件（经过或调查的结果）[7]。笔

者的“小课题”《我研故我乐———我的教科研之道》[8]研究

便是对“教师教科研的成长之路”的困惑、路径、对策的一

种系统的教育叙事研究。一种是陈述方式研究，主要包括

研究题目，研究目的，研究对象（样本选取），研究过程（简

述），研究结果的分析，结果在教育、教学实际中应用的情

况介绍等内容。笔者的“小课题”《中职校教学质量提升存

在的问题分析与政策建议———基于江苏省职业教育教学

工作调研》[9]研究便是参加省教育厅关于“职业教育质量

提升”有关课题组调研内容完整的陈述表达。
四、“小课题研究”就是“教育论文”吗
“教育论文”，即教师综合运用综合理论知识将平时

教育教学中的一些经验或研究进行了总结、分析和讨论，

没有固定的结构格式，呈现的写作形式也不尽相同。“小

课题”研究成果呈现方式的表达也是多种多样的，小到教

学案例、课堂实录、教育故事、田野笔记，大到研究报告、
调查报告、实验报告、学术论文、学术专著，可以表现为抽

象文字（如教育论文），也可以表现为具体的教具、学具，

还可以通过真实的教育教学活动来表现课例、案例等。但

关键的是，“小课题”研究还遵循自己的逻辑推理与研究

规范。这是一个“研究———实践———调整———完善———实

施”的过程。笔者的“小课题”《关于中职“双师型”教师队

伍建设的调查报告———以 Y 市为例》[10]研究，是对中职校

“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问题的一个“调研分析———辨明

道理———梳理经验———归纳知识———最后得出成果”的
解决问题的程序、方法，它是一种应用于教育教学实践的

螺旋提升的过程。教师要善于从教学小事、教育小现象、
管理小问题入手，发现问题，提出假设，反驳假设，产生新

的问题，并不断修正已有的论题解释，形成新的见解，并

使得研究的问题对象发生预期的变化，与此同时，研究者

本身也实现了自身的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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