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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书香满径 

我不曾到过海洋， 

可我却曾嗅到过那咸湿的海风； 

我不曾到过撒哈拉， 

可我却见到那颗温柔的骆驼泪； 

我不曾活在那个旧世纪， 

可我却听到农奴愤怒的嘶吼； 

我不曾环游世界， 

可我却觉得世界在我心中…… 



研修主题：乡村小学数学骨干教师教育科研培训 

研修时间：2016 年 9 月 27 日 

研修形式：县级微型课题选题沙龙+专题讲座+读书论坛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江苏省培训中心《关于开展乡村骨干教师培

育站建设工作的知道意见》和宿教师资（2016）004精神，加大乡村

数学骨干教师教育科研的培养力度，

提高乡村小学数学教师的科研水平，

形成一支本土化的乡村学校骨干队

伍。9 月 27日，泗阳乡村骨干教师

培育站第九次活动在泗阳双语实验

学校举行。本次活动研修的主题是

“教师教育科研培训”，研修活动

分“县级微型课题选题沙龙”、“专

题讲座”和“读书论坛”三个环节。 

一、县级微型课题选题沙龙 

培育站的每位成员们经过前期听讲座、听优质课等大量的研讨交

流学习，都对自己的课堂或者对学生学习等有些思考。成员们纷纷积

极地把自己迫切想解决的问题写了

下来，培育站站长陈家梅校长作了汇

总，并特邀县教研室赵丽同志、王通

同志给予我们课题申报的指导。 

从一个个课题当中，可以发现成

员们是做了大量的功课与深入的思

考。可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如： 

1. 课题名称不准确。如：课题名称用了疑问句等。 

2. 课题切入点大，过于笼统。如：教师优秀品质。 

3. 问题把握不够精准，课题过于局限。如：学困生的转化。 

…… 

赵丽同志指出：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有问题不可怕，我

们要去不断地思考，去不断地揣摩。我们用了近 2 个小时的时间来研



究课题，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课题是题眼”，是核心、是关键，

把握了课题，也就把握了研究路径。 

二、专题讲座——王通《教育科研课题研究的选题与申报》 

通过第一个环节县级微型课题选题沙龙，各位老师对选题当中需

要注意的问题、对所需解决问题的把握等有了大概的了解，但不够具

体化、细致化。泗阳乡村小学数学骨干教师培育站站长陈家梅校长特

邀县教研室王通主任给培育站全体成员带来一节精彩的、理论与实际 

相结合的讲座——《教育科研课题研究的选题与申报》。 

首先，王通主任引入古代修建城楼

的实例，阐述了研究价值和解决策略，

给在座的教师们一种强烈的代入感。接

着，王通主任系统地阐明县课题管理办

法、从县到校再到个人的具体要求、结

题的必备条件、研究的流程等内在要求。 

从而，王通主任指出课题研究过程

就是一个问题解决的过程。 

1. 问题解决起始于一个问题的表述或已知初始情境（称为问题的“初

始状态”）。 

2. 根据问题的情境和已有的知识，必须为问题的解决而工作。 

3. 当达到目的时，就进入了问题的“目标状态”。 

揭示：在从初始状态到目标状态的过程中，都经过了一定数量的

“问题中间状态”。 

接着，王通主任带我们学习了教育科研研究的基本认识，指出： 

1. 教育科学研究是有目的的、有计划地用科学的方法对教育现象和

教育实践进行系统地探索，揭示教育现象的本质和客观规律的认

识活动和实践活动。 

2. 课题，就是指我们要研究、解决的问题。 

3. 教育科研课题是具有一定研究价值（教育实践价值和教育理论价

值），又可操作的教育问题，或者说是可操作的教育科研问题。 



4. 教育问题的可操作性——教育问题能体现出明确、集中、具体的

研究对象、范围、目的、任务，甚至研究方法，根据教育科学课

题可以按照一定的程序和要求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活动。 

然后，王通主任阐明了一个词语——“问题”。 

 

 

 

 

 

关于

问题的基

本了解

——问题，

是指“人在实践活动中感到或发现应当解决而暂时没有条件、或因疏

忽而未解决的矛盾。” 

问题是构成研究活动的核心因素，是推进科学前进的内在动因。

问题来自研究者的询问、发问与追问。突出:问题意识是一种重要的

思维品质。 

接着，王通主任通过具体实例来发现问题--梳理问题--提炼问题。 

 

 

 

 

 

阐明： 

1. 发现问题：研究者在本专业或感兴趣的相关领域，发现那些尚未

解决（或未完全解决）并感兴趣的问题； 



2. 梳理问题：研究者把发现的问题逻辑化，并从中梳理出具有科研

价值的若干“科学问题” 

3. 提炼问题：研究者在“若干问题”中，提炼出能够解决的“科学

选题”，这要求研究者具有一定的科学眼力。 

然后，王通主任总结了发现问题的四大思维策略： 

1. 怀疑的策略。 

2. 变换思考角度的策略。 

3. 类比与移植的策略。 

4. 探究与体察的策略。 

王通主任再通过这四大策略，结合典型案列，分析课题教育

科研课题研究： 

接下来，王通主任总结了提出研究问题的一般步骤： 

确定研究对象→聚焦研究问题→定义重要概念→确定研究内

容→其他。 

然后，王通主任通过自己的课题案列《基于动态生成的物理

图景构建路径实证研究》介绍了课题名称的结构、课题核心概念

及其界定、研究目标、研究内容（或子课题设计）与重点、研究



过程与方法、预期研究成果，突出课题名称要“准确”、“简洁”、

“醒目”等，给在座的成员们提供了一些清晰的思路。 

最后，培育站站长陈家梅校长对王通主任精彩的讲座给予了

高度的评价。陈家梅校长指出：王通主任的讲座犹如一场“及时

雨”，教育研究课题的选择至关重要，是课题研究的核心，研究

方向要把关。王通主任系统化、理论化、实践化的研究，不仅给

我们对教育科研一种本质上的思考，更对我们以后教育科研研究

提供了理论性支撑。最后，陈家梅校长再次对县教研室赵丽主任、

王通主任的指导表示由衷的感谢！ 

三、读书论坛：《静悄悄的革命》 

“书籍永远是牵引人前行的那盏明灯。书中从没有黄金屋更没

有颜如玉。书便是书，只有一行行或深奥或浅显的故事和道理。

世间好物千千万万，可我唯愿你一路

书香满径。” 

《静悄悄的革命》，作为培育站

暑期教师读物，培育站的每位成员都

视若珍宝。有的成员读了三、四遍，

有的在书籍上写下自己的感悟，还有

的做了读书笔记。 

这次的读书论坛，是在培育站站长陈家梅校长的主持下开展

的，各位成员各抒己见，把自己的想法、体会和大家分享，再次

学习了作者佐藤学的教育思想理念，大家受益匪浅。 

书中精彩词语、句子、段落： 

1.支撑着我们每日的创意和创造性的是什么呢？我认为，是给每

个孩子学习的尊严、专注教材（学问）的发展性和我们自己的教育哲

学这三点。 

2.要充分重视“开头”，创造性教师的工作

常是从“开头”展开的。学生在默默地、专心致

志地投入操作的同时，在一种毫不需介意的轻松

关系中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其状态真是好极了！ 

3.教室里每个学生的表情、学习的姿态，看

他们是否在持续学习。 



4.“润泽的教室”，大家安心地、轻松自如地构筑着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构筑着一种基本的信赖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即使耸耸肩

膀，拿不出自己的意见来，每个人的存在也能够

得到大家自觉的尊重，得到承认。 

5.“被动的能动性——应对”的第一要义是，

在课堂上以慎重的、礼貌的、倾听的姿态面对每

一个学生，倾听他们有声的和无声的语言。 

6.“以学为中心的教学”，是活动的、合作

的、反思的学习。从个体出发，经过与同伴的合

作，再返回到个体的学习。 

7.“服装剪裁”与“交响乐团”。尊重每个学生微妙的个别差异，

洞察其差异之间互相学习的可能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