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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英语教学中微课题的研究与实践 ①

陈　莹，周映峰
（湘潭市雨湖区风车坪学校，湖南 湘潭４１１１００）

摘　要：微课题研究是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它能引领教师进入一种研究状态，经历教育教学问题
的发现、反思、解决的过程，在实践中触摸一种本原的研究方法，使教师真正成为教育教学的主体。在小学英语教学中开

展微课题研究，必须坚持兴趣原则、价值原则、效益原则，关注微课题研究资料的有效性，恰当处理微课题与常规教学活

动的关系，提高教师研究与实践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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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微课题研究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使教师真正成为

教育教学主体［１］的重要途径之一。“微型课题研究”也称

作微型科研，是指把日常教育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即

时梳理、筛选和提炼，使之成为一个课题，并展开扎实的

研究［２］。针对小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结合小学生英语学

习内容，在小学英语课堂教学中开展微课题研究，能有效

激发小学生英语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

我校英语组从２０１０年３月起在教学实践中进行英语
微课题研究，发现、探究并解决教学中的主要问题，确保

小学英语课程开设的科学性和实效性，为我市规范、普及

英语微课题研究提供实践和理论的样本。

２　小学英语微课题研究的原则
对一线教师而言，重要的不是课题的级别和类型，而

在于课题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这也是微课题研究的

灵魂［３］。

２．１　兴趣原则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个人之所以对某样东西感兴

趣，往往跟他的长期关注、知识积累有关，这样能提高学

习效率，是不断激发研究兴趣和信心的有利条件。

２．２　价值原则
微课题研究基于教育实践，从教育教学实际出发，以

一线教师参与为主，便于解决教育中面临的关键问题。

从学校的角度来说，微课题的立项标准主要有：这是不是

一个真实的实践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对改进教学实践和

教师教学行为有无积极作用？作用有多大？

２．３　效益原则
研究的微课题要从实际教学中入手，从教学中碰到

的问题入手，从英语学科学习的思考入手，不要贪大求

远，使选题与自己的能力相适应，多一点实在的关注。一

是研究如何教的问题，研究课程目标，研究课程内容，研

究自己的教育、教学活动，考察并总结自己教育、教学活

动的策略和实践中的得失；二是研究学生学的问题，包括

学习兴趣、学习态度与习惯、学习方式、自学能力等；三是

研究如何在教育教学中开发教育教学资源，实现课程的

开发。

３　微课题研究应注意的问题
３．１　关注微课题研究资料的有效性

研究者需在平日中注重研究资料的积累，例如案例

跟踪记录、阶段性总结等，这些资料大部分是在课堂上产

生出来的思绪和感受，如果不及时记录下来，到需要的时

候才去追忆，记录就不完善。况且，一个微课题的研究必

须要有文字资料进行记录，包括平日的教学反思、抽查记

录、学生谈话、备课资料、检测成绩、学生小作品等等，如

果其研究成果真正有效，具有可操作性，可在全校的英语

教学中及时得到推广。

３．２　恰当处理微课题与常规教学活动的关系
“在研究中工作，在工作中研究”，研究不能脱离实际

工作。在实际的工作中，我们也要做一些深入的研究，以

改进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率［４］。怎样处理好这两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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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系呢？每所学校都会开展集中学习和分教研组学

习活动，研究者可以利用英语组内的教研活动，讨论自己

微课题研究的进展以及遇到的困惑，并一起讨论解决问

题的对策，因为微课题研究活动的时间是无限的，但集中

学习的时间是有限的，在活动开始前应总结好目前自己

的微课题研究情况，带着问题来参加，争取不浪费这难得

的集中学习交流时间。微课题研究强调个人反思，但绝

不拒绝同伴互助和专业引领［５］。

“常规的教研活动不仅只是听课、评课，还可以进行

一些微课题研究。”这也表明了微课题研究与常规教学活

动是相辅相承的。两者在形式、名称上虽有不同，但内容

上却是相融的。常规教学活动不仅要进行，而且，如果常

规教研想摆脱我们习惯了的形式主义，必须与微课题研

究相结合，才能真正达到提高教研活动的效果，才能使教

研真正为教学服务。在教学、听课、评课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可以成为微课题研究的对象，通过集体备课找出对

策，又在教学、听课中去领会、感受、试验对策的效果，再

通过研究讨论加以改进，解决一个问题之后，又开始另一

个小课题研究……所以微课题研究与常规教学活动并不

矛盾，是相互融合、相得益彰的。两者的有机结合，可能

带来的不同，就是真正提高了平日教研活动的效率。微

课题研究的问题必定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在

研究上的付出，必定从教学质量的提高上得到回报。

３．３　提高教师微课题研究与实践的能力
微课题一：童谣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童谣能促进

孩子们的英语学习，研究重点在于怎样结合现行教材编

写歌谣，并融入到平日的教学中来。研究教师带了一个

实验班，一年多的实验证明：童谣学习不仅不会让学生感

到烦琐，反而提高了孩子们的学习兴趣，该班的每个孩子

都能背诵２０多首儿歌，８０％的学生都背得熟练，语音清
晰，特别是童谣中出现的单词也能单独读出来。到目前

为止，已经收集并创编了１００首歌谣，这对于一位青年教
师来说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也达到国家课程标

准的要求，满足孩子的学习兴趣和需求，开发、利用、整合

课程资源，为教与学提供优质服务。

微课题二：如何进行小学英语字母教学。字母教学

是英语入门阶段一项重要的教学内容，字母教学质量的

高低直接影响以后的教学工作。学生学好了字母，有助

于正确读音、书写以及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反之，会使

学生感到英语学习难以入门，甚至会削弱他们学好英语

的兴趣和信心，加强英语字母学法的研究，对进一步提高

小学英语教学的质量有着很大的意义。首先，研究教师

在平日字母教学中采用游戏、表演、各种竞赛激趣字母学

习，开展“一对一，一帮一”工作，指定小老师带困难生，并

及时归纳总结字母的发音，让学生掌握五个元音以及每

个字母的特点和含有发音相同的字母。其次，把所教的

字母生活化、拟人化，展现在孩子们面前的是一个个活泼

可爱的字母宝宝，让孩子们觉得字母就是他们的好朋友，

这种感性的教学让孩子对原本枯燥的字母产生了兴趣。

在三年级英语字母书写比赛中，研究者所教的三个班字

母书写全对的学生占总人数的５２％，字母卡片认读全对
的占４５％；期末测试中，学生在书写字母这一题的得分率
位居区内学校榜首。“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让孩子们在

快乐和好奇中学习，何乐而不为呢？

微课题三：学生英语学习的个性差异研究。重点倾

向关注后进生，帮助这些孩子们提高学习兴趣和学习效

果。学生的差异性总涉及到一些主观和客观的原因。研

究者就班上１６个学生进行了个案研究，他们当中很多人
上课不认真，测评成绩差，作业不按时完成，学习兴趣不

高。针对这些学生的不同情况，笔者采取了上课鼓励、主

动叫他们回答问题，课余补课、座谈、主动与家长交流，认

真写好跟踪记录，记下他们学习生活中的点滴等方式，想

办法提高他们的英语学习兴趣。经过一年多的跟踪研

究，研究对象在英语学习上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仍

有几个学生进步不明显，因此，研究者在反思，是否对此

课题的研究不够全面、方法不到位。

４　结　语
微课题研究，既是校本研究，又是师本研究，更是生

本研究；能够很好地体现校本研究的“研究问题、主体参

与、成为系统、教学改进”四个关键要素，是促进教师专业

成长的有效方式［６］。英语微课题研究让英语组的老师们

学习和研究态度不断转变，由当初的接受任务到现在的

主动参与，并加强了平日的学习交流，我们也深深体会到

此研究活动的最终受益者就是老师和学生。实实在在的

微课题研究必定让每个教师都真正参与其中，这对教师

提出了更多、更新、更高的要求，对教师的专业发展起到

了助推作用。当一个微课题研究的成果真正有效时，必

须得到及时推广和应用，这样会内化成教师的专业素养，

从而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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