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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新”改革背景下，教研活动急需转型，主动

适应新要求，这是学校管理者要面对的一个课题。笔者

认为，以改进教学为目标，以校本教研为依托，以课题

研究为引领，实施“课题化教研”，是提高教研工作效果

的效性途径。

一、课题化教研的内涵与价值

1. 课题化教研的概念

所谓“课题化教研”，就是以问题为先导，把教学中

的问题提炼升华为课题，借鉴科研课题研究的思路和方

法，依托学校常规教研活动，围绕所确定的课题，有计

划地组织开展主题化、专题化、系列化、层次化的研究

活动。

2. 课题化教研的特点

一是研究主体多元。传统课题研究只有课题组成员

参加，研究主体人数少且结构单一，而课题化教研的课

题研究活动的主体是参加教研活动的全体任课教师，参

与面大，受益面广，活动也更接地气。

二是组织化程度高。传统课题研究一般体现的是

课题主持人→主要参与人的课题组管理，组织相对松散，

学校的政策扶持力度弱，活动的时空受限；而课题化教

研活动的组织体现了学校主管处室→学科教研组→学年

备课组的行政化管理，工作计划性更强，政策支持更多，

推进力度更大，组织保障更有力。

三是研究内容主题化。课题化教研的主题突出，问

题彰显课题的价值，体现专题化、系列化、层次化特征。

四是研究问题精准。课题化教研课题来源于课堂，

成果服务于课堂，直面“教”与“学”的核心问题，解

决问题的切口小发力准。

3. 课题化教研的价值

课题化教研融合了科研课题研究和常规教研各自的

优势，通过课题这根“红线”，把教育科研、校本教研、

有效教学贯穿成一个整体，较好解决了科研、教研、教

学容易相互脱节的问题，为课题研究搭建了更大平台，

为教研活动提供了更有价值的内容，二者相得益彰，且

教且研，且研且新，行思一体，学研同步。

二、课题化教研的思路与策略

1. 发现问题，升华课题

自下而上，面向广大教师征集课堂教学中面临的主

要问题，经备课组梳理确定有代表性的问题，经教研组

归纳提炼，生成若干课题，再由教研处确定立项课题并

实施课题化教研，提高教研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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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学校教研工作计划。

2. 制定方案，分解课题

自上而下，由教研处统筹制定学校学期课题化教研

的工作方案，教研组制定本学科学期课题化教研计划，

学年备课组确课题研究任务，教师按照计划和职责分工

认领研究任务。

3. 开展研究，反思总结

在学校教研处的统筹管理下，教研组及备课组负责

组织开展课题化教研活动。教研处分别在期中和期末组

织召开课题研究推进会和阶段性总结会，教研组定期组

织阶段性研讨会，及时调整研究进程，反思工作问题，

汇总梳理阶段性成果。

4. 组织交流，推广成果

学科教研组每学期组织一次由学科专家参与指导的

成果分析论证会，对取得的初步成果进行总结、提炼和

升华，丰富成果的内涵。学校要每年组织一次教学成果

交流展示会，促进课题化教研取得成果的应用转化。

三、课题化教研的方法与途径

1. 依托课堂，开展课例研讨活动

课题源于课堂，成果归于课堂，依托课堂开展研究

活动是课题化教研的基本途径。要围绕课题开展系列化

的主题教研活动，以“研究课”为范例，组织开展说课、

观课、议课一条龙活动，让课题扎根课堂，让研究在课

堂教学中展开，让成果在“教”“学”“评”中得到孕育，

让高大上的科研课题研究转变为接地气的课堂教学深度

研讨活动，实现以课促研，推动课题化教研的展开。

2. 依托论坛，开展团体赛活动

教师论坛是同伴互助的有效方式，开展以备课组为

单位，围绕课题研究中关键问题，以团体赛的形式开展

系列化的专题论坛活动，有利于实现以赛促研，促进课

题化教研走向纵深。

3. 依托展评，开展成果征集评比活动

教师专业发展的基础在教学，升华在研究，基于这

样的教研理念，通过围绕立项的课题，立足课题研究过

程中收获的经验感悟，定期组织课题研究经验成果展评

交流活动，引导教师重视实践反思、经验总结、成果的

积累，实现以展促研，促进课题化教研成果的提升。

4. 依托网络平台，开展云分享活动

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那就是渴

望被人赏识。因此，学校及各学科都应重视已取得经验

成果的总结和宣传推广，充分利用互联网“异步、异地、

互动、个性、开放、共享”的学习特点，鼓励教师撰写

教研简讯或经验心得，择优在学校微信公众号、教研工

作群中交流，成果突出的鼓励在更高的平台上交流，在

各种刊物上公开发表，提高交流层次，扩大分享面。

四、结束语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如果你想让教师的劳动能够给

教师一些乐趣，使天天上课不至于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

义务，那你应当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研究的这条

幸福的道路上来”。开展课题化教研的探索与实践表明，

以课题研究为牵动，以教研活动为载体，统筹学校教育

科研、校本教研、课堂教学与教师发展工作，是实现学

校科研、教研、教学一体化的有效策略，是增强校本教

研有效性的新路径，是提高教研活动实效性的有效方法，

是教师积淀成果的重要途径，是教师获得职业幸福感的

新通道，也是引导教师从事研究的一条幸福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