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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课题研究与教师专业发展的实践与思考 ①

胡永红
（湘潭市岳塘区湘机小学，湖南 湘潭４１１１００）

摘　要：小课题是教师基于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展开的研究，以期在短时间内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并最优化
解决方案，提高教育教学效果。小课题研究有利于教师克服职业倦怠，提升教师业务素养，提高教师教研能力，提高教育

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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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提出
教师的专业发展是个既新又旧的话题。旧，是因为

教师专业发展应该是伴随着专门的教师出现而出现，有

了教师的专业发展才会有教育的不断发展；有了教师的

专业发展，才能为学生的发展奠定更好的基础。新，是把

它作为教师研究领域内一个专业课题来研究，则是教师

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地球村”“知识爆炸”的时代

里，“资本家”早被“知本家”所取代。承担着“教书育人”

重任的教师，其专业成长决定着教育改革的成败，决定着

个人与社会的发展。然而基本上教师都有这样一个体

会，走上岗位初期，满怀憧憬和热情，斗志昂扬，但随着时

间的推移，有的却失去了原有的斗志。忙碌艰苦成了现

实生活中大多数教师生活的写照。倦怠，来自于简单、重

复、单调。跨入校园，走进办公室，然后走向教室，这日复

一日逐渐变成一种机械重复。

教师的职业倦怠，教师的教改科研能力减弱等问题

已十分普遍。如何突破这一瓶颈？我们试图以“小课题

研究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作为着手点促进教师的专业发

展。诚然，我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工作性质，但我们却能改

变我们的工作方式，那就是做一个有教育理想的人。反

思自己的教育生活，研究自己的教育对象，改变自己的工

作方式，做一名反思者和研究者，重建教育观念。

２　小课题研究与实验
小课题，是教师对教育教学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行

研究，以期在短时间内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并最优

化解决问题，达到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目的。它具有

“近”“实”“小”的特点［１］。“近”，即课题研究立足生活，

贴近教师、贴近生活、贴近工作实际、贴近教师“最近发展

区”，通过最大限度地整合研究力量和教育资源，依据现

代教育科学理论，制定具体可行的实施方案，扎实开展行

动研究，全力解决本地、本校、本班教育教学实际问题；

“小”，即“问题即课题，反思即研究、成长即结果”。课题

基于课堂和自身来做课题研究，不做长篇大论，而是要做

到一种起点低、要求低、重心低的“草根”研究，着实为教

师解决一个具体的较为微观的现实问题而建构和确立的

小课题［２］；“实”，是求实效，问题要实，措施要实，效果要

实。紧密杰哥教育教学实际研究管理，研究教学，研究学

生，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服务，特别是要突出课堂教学中

的研究与实践，坚持课题到课堂教学中去选。研究到课

堂教学中去做，答案到课堂教学中去找，成果到课堂教学

中去用，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的易接受、易操作、易见

效的应用研究。

案例一：在国家教育部一再要求减轻学生课业负担

的大背景下，我校教师自觉组成了《小学数学作业多样性

设计的实践与研究》。他们认为：造成小学是负担过重的

主要原因是：除家长期望值高、升学压力大等因素外，学

校可控因素有：书本多、课程多、作业多、考试多、补习多、

竞赛多等。而作为一线教师可控因素，则主要是“作业”。

审视充斥于课堂内外的许多低效甚至无效的作业，确实

有四大类作业泛滥成灾：一为重复性作业，二为惩罚性作

业，三为拔高性作业，四为随意性作业。而这些简单机械

的作业，将会湮灭学生的求知欲、好奇心和创造性。作业

的有效性在于作业是否适合学生。“适合才是最好！”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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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应适合不同学生的不同需要，应尽可能贴近学生的

“最近发展区”。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加强作业的多

样性研究，以此增强作业的实效性。课题组的老师们，以

新课改理念为指针，在调查了解师生及家长意见的同时，

借鉴国内外先进做法，提出了一整套解决方案。此课题

被列为“省级一般性资助课题”。

案例二：为了提高小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和效果，本

着“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的理念，我校英语老师自觉

组成研究团队，进行了《小学英语课堂教学生活化》研究。

将英语教学内容生活化、英语课堂教学方式生活化及作

业生活化为主要研究内容。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英语的

兴趣和学习效果。得到了市教育科学院的高度赞扬。

案例三：在学校电影总课题下，老师们自愿组成研究

小组，根据教育教学需要，选择了不同的研究方向，形成

了若干个子课题。如：《利用优秀影视资源，加强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的研究》《优秀影视歌曲伴小学生成长》

《小学生低碳环保教育中优秀影视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及

《优秀影视资源在语文教学中的渗透》等，都取得了丰硕

成果。２０１２年，中国教育技术协会、电影教育专业委员会
联合授予我校“全国电影课示范学校”称号。

３　小课题研究与教师专业发展
３．１　有利于教师克服职业倦怠

小课题研究是克服教师职业倦怠、突破教师专业发

展“高原期”的有效途径［３］。作为教师，人人都有实现自

我价值的渴望。而教师职业倦怠和发展高原期现象形

成，不是因为教师不敬业、不上进，而是因为教师没有找

到实现专业发展，实现自我价值的有效途径。老师得到

中、高级职称后，要获得更好、更高的发展有一定的难度，

而所谓的教科研目标太高，无法企及，且成果实用性不

强。因此，情绪低落，兴趣缺失，以至于疲于应付。

而小课题研究是基于对教育教学中的问题的不断反

思和提升，具有“小、实、近”的特点，一线教师易操作、易

见效，更贴近“教师最近发展区”，从而容易调动教师教研

的积极性。另外，提倡把微型课题研究作为学问来做，才

能走出“从实践到实践，从经验到经验”的低层次循环状

态，不断形成研究者的“理智深度”。深度来源于思考，也

来源于理论信息的学习、吸纳、消化和运用，唯有如此，教

师们才能感受到小课题研究对教育教学所起的作用，才

能增加教学兴趣，提高教学情绪。这样教师自愿自觉地

投入教改科研，其研究能力才能提高，其“发展高原期”才

会被突破，其职业倦怠才能被克服。

３．２　有利于提升教师业务素养
我校前身是“湘潭电机子弟小学”，２００６年企校剥离。

剥离前夕，为解决本厂子弟就业问题，一大批教师专业的

本厂职工子弟，转行任教。面对师资力量严重下降的危

机，我校一方面通过“青年教师培养工程”，强化了青年教

师在教育教学基本原理、基本功（３字１画 ＋现代教育技

术）和备课、上课等方面的基础性培训；另一方面，通过小

课题研究，强化青年教师教研能力。以问题倒逼教师学

习、反思与研究，从而提高了教师的专业素养。周奇老师

获得“全国阅读教学竞赛”一等奖第一名，肖华、冯惠扬等

教师在“全国电影课研讨会教学竞赛”中获一等奖，周斌

斌、丁滟、罗建国均在省级教学竞赛中获得一等奖。在区、

市级教师素养（教学）大赛中，我校教师更是频频获奖。

３．３　有利于提高教师教研能力
这些年来，我校教师人人参加课题研究，学校共有校

级课题１４个，区级课题４个，市级课题７个，省级课题６
个，国家级课题２个。其中《利用优秀影视资源，加强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研究》已获得全国“优秀课题”奖

励，并多次到英、美、日参加国际交流。教师通过小课题

研究，总结撰写的论文获得市级奖励１００余篇，获得省级
奖励８０余篇，通过的国家级奖励２０余篇。学校被授予
“湖南省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优秀实验学校”称号。

３．４　有利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由于小课题研究的推行，教师的业务素养、能力和教

研意识、能力的提升，存在于教育教学中的问题，基本上

能得到及时解决，教育教学质量自然得到保障。我校在

市、区教学质量调研中，成绩优异，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

了市内外重点中学的普遍认同和赞许。家长及社会的满

意度高，年年受到政府嘉奖。

４　结　语
小课题研究，本来就是“草根研究”，能解决实际问题

即可，不可责备求全，不可求“大”，不可过于强调理论“拔

高”，体现“草根本色”即可。深度并不等于深刻，“深度”

来源于思考，也来源于对理论信息的学习、吸纳消化与运

用。教师的价值追求是有层次之分的，因为需求不同，导

致出现了把教育当做职业的敬业型的小老师，把教育当

做专业的乐业型的能老师，把教育当做事业的志业型的

好老师［４］。但对于教师而言，通过教育科研，通过课题研

究，把科研真正融入教育教学中，把科学的理论转化成教

学的生产力。课题难度要较低，通过个人的力量或者教

研组、年级组、备课组的集体智慧能够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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