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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自制问卷,对来自云南省10个地州市的250名中学物理教师进行了教学研究发展现状调查.问卷

包括“研究的态度和认识”、“研究素养”、“环境支持”、“参与教学研究情况”、“教师教学研究成效”5个维度,共43个

项目.通过对调查结果的统计及差异性检验,大致描绘了云南各地区中学物理教师的教学研究发展现状,并在数据

分析的基础上,利用SWOT分析法来阐述怎样提高中学物理教师教学科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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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学物理教师教学科研能力进行调查与分

析,有利于揭示实际教学中的一些问题:比如物理教

师对教学科研的关注点、物理教师进行教学研究的

方法、物理教师教学科研态度与教学贡献的关系以

及制约物理教师教学科研的因素等.本文以云南地

区中学物理教师为被试,通过自制问卷,对教师教学

研究能力发展现状进行了调查.

1 问卷编制与调查实施

1.1 调查问卷的出处

调查表选自文献[1]中的“中学物理教师教学

科研情况调查问卷”,并对其稍作改进.

1.2 调查问卷的内容

1.2.1 问卷的5个维度

问卷的5个维度包括:“研究的态度和认识”、

“研究素养”、“环境支持”、“参与教学研究情况”、“教

师教学研究成效”.

1.2.2 问卷中体现5个维度的题目序号

(1)研究的态度和认识:17,21,22,23,24,30.
(2)研究素养:11,12,13,14,15,16,41,42,43.
(3)环境支持:18,19,20,32,33,34,35,37.
(4)参与教学研究情况:26,27,28,29,39.

(5)教师教学研究成效:25,31,36,38,40.

1.2.3 调查对象和方法

调查采取分层随机抽样,选取云南省昆明、曲

靖、玉溪、红河、版纳、丽江、文山、迪庆、昭通、保山等

地州市的中学物理教师共250名为调查被试,共发

放纸质问卷300份,收回260份,回收率86.67%;其

中有效问卷250份,有效率96.15%.总体来说,调查

范围分布较广,样本代表了各个层次和水平的学校

及教师,具有较好的代表性.问卷中,调查对象的基

本信息统计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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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统计

调查对象分布于云南省各地州市中学,调查对

象人数分布情况如图2.

图2 调查对象在各地域的分布情况

1.2.4 数据得分统计

问卷包括“是否题(11~20)”和“单向选择题

(21~34)”两种类型.问卷采用5级量表法.是否题

设赞成、不赞成两个选项,按照1,5或5,1赋值;选

择题设5个选项,按照1,2,3,4,5或5,4,3,2,1进行

赋值,保证问卷各项目对总分的贡献都为正贡献,整

个卷面的总分数可以代表云南省中学物理教师教学

科研水平的整体水平,某一群体的卷面总分数可以

反映该群体的教学研究整体水平.
使用SPSS18.0统计分析软件对有关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为了解背景因素在维度及各项目上的差

异性,有必要以背景因素为分组变量进行差异性检

验.在对背景变量检验的预分析中发现,性别、学历

在各维度及多个项目上差异不显著.所以,本研究只

对教龄、职称两个背景因素作差异性分析.

2 调查统计分析

2.1 教学研究的态度与认识

2.1.1 教学科研态度的基本情况

问卷中关于教学研究的态度与认识的项目有6
个.由统计得,84.8% 的教师对教师进行教学科研

表示赞同;67.2% 的教师认为教学科研对教学是重

要的;65.2% 的教师能以积极的态度对待教学研

究;仅11.2% 的教师认为教学科研是研究者的事;

36.0% 的教师对“教学科研能力作为中学教师评职

的一项指标”存在异议;52.0% 的教师认为教学与

教学研究在时间上存在冲突.总体而言,云南各地区

中学物理教师对中学物理教学研究的态度和认识是

非常积极的.

2.1.2 背景因素在该维度上的差异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了解云南地区中学物理教师在该维

度各项目上的差异性,以中学物理教师背景因素为

分组变量进行差异性检验,主要考虑教师教龄、教师

职称这两个背景因素.结果发现,无论是教师教龄,

还是教师职称在教学科研态度和认识方面都存在显

著性差异.
由方差齐性检验知,教龄因素在项目17,21,

22,24,30上的相伴概率都大于显著性水平0.05,可

以认为各个组总体方差是相等,可以进行方差分析.
表1 以教龄为背景因素在教学研究态度上的

方差齐性检验

Levene统计量 df1 df2 显著性

VAR00017 1.761 3 246 0.155

VAR00021 0.400 3 246 0.753

VAR00022 0.653 3 246 0.582

VAR00023 5.100 3 246 0.002

VAR00024 1.367 3 246 0.253

VAR00030 1.489 3 246 0.218

  其中,在项目24上,方差检验的F值为3.051,

相伴概率为0.029.相伴概率小于显著性水平0.05,

表示拒绝零假设,也就是说4个组中至少有一个组

和其他3个组有明显的区别,也有可能4个组之间

都存在显著的区别.同理,在项目30上,方差检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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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值为2.838,相伴概率为0.039.
为分析项目中具体是哪些组别间存在显著性差

异,特进一步做两两组别间的检验比较,由(LSD)

检验结果可知,在项目24上,“1~5年”组与“6~

10年”组间的相伴概率P=0.008<0.05,说明两组

间存在显著性差别;“6~10年”组与“11~20年”

组间的相伴概率P=0.005<0.05,说明两组间存在

显著性差别,即“1~5年”组教师更赞同将“教学科

研能力作为中学教师评职的一项指标”.
在项目30上,“1~5年”组与“11~20年”组间

的相伴概率P=0.031<0.05,说明两组间存在显著

性差别,“11~20年”组教师更认为“中学教学科研

对教学而言”很重要;“6~10年”组与“11~20年”

组间的相伴概率P=0.005<0.05,说明两组间存在

显著性差别,同样是“11~20年”组教师认为“中学

教学科研对教学而言”很重要.
表2 以教龄为背景因素在教学研究态度上的方差分析

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

VAR00017 组间 (组合) 6.133 3 2.044 0.507 0.678

VAR00021 组间 (组合) 2.234 3 0.745 0.979 0.403

VAR00022 组间 (组合) 3.091 3 1.030 1.204 0.309

VAR00023 组间 (组合) 4.715 3 1.572 2.449 0.064

VAR00024 组间 (组合) 13.078 3 4.359 3.051 0.029

VAR00030 组间 (组合) 6.009 3 2.003 2.838 0.039

表3 以教龄为背景因素在教学研究态度上的多重比较

因变量 (I)教龄段/年 (J)教龄段/年
均值差

(I-J)
标准误 显著性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LSD

VAR00024

VAR00030

1~5 6~10 0.60360* 0.22547 0.008 0.1595 1.0477

6~10 11~20 -0.72310* 0.25610 0.005 -1.2275 -0.2187

1~5 11~20 -0.30092* 0.13909 0.031 -0.5749 -0.0270

6~10 11~20 -0.50535* 0.17996 0.005 -0.8598 -0.1509

  *.均值差的显著性水平为0.05.

  职称组别在教学研究的态度和认识上以及该

维度各项目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2.2 研究素养

问卷中关于中学物理教师教学科研素养的项目

共有9个,即11,12,13,14,15,16,41,42,43,其中

11,12,14,41为教师教学科研的基本素养,这些素

养是教师教学科研所必须具备的.13,15,16,42,43
为教师教学科研的特殊素养,这些素养在教师教学

科研时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2.2.1 该维度各项目频数统计

从教师在该项目各选项上的频数分布可以更详

细地了解云南地区中学物理教师教学研究素养状

况.统计项目11得分均值最高,为4.93分,说明云

南地区中学物理教师在教学中对课堂及学生的学习

进行有意识的观察已经成为绝大多数教师教学中的

自觉行为.
统计发现,云南地区中学物理教师已具备基本

教学科研素养与能力,且普遍高于特殊教学科研素

养.在基本素养项目中,98.40% 的教师具有对课堂

及学生学习进行观察的习惯;95.60% 的教师能对

自己的教学得失进行反思;92.0% 的教师能就教学

中感兴趣的问题与同事进行讨论.在特殊研究素养

方面,存在的问题比较明显.44.40% 的教师没有记

录课后反思的习惯;51.20% 的教师认为非教学任

务总量是影响进行教学研究的关键因素.

2.2.2 背景因素在该维度上的差异性检验

教龄组别、职称组别在研究素养以及该维度各

项目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教师研究素养不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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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龄增加、职称升高而显著提升.

2.3 环境支持

2.3.1 该维度各项目频数统计

问卷中关于教师教学研究环境支持的项目共8
个,即18,19,20,32,33,34,35,37.由频数统计可

知,各项目得分均值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2.15,项

目18得分均值最高,为4.49,项目37得分均值最

低,为2.34.其中,87.2% 的教师认为所在学校物理

教研组的确发挥了作用;68.8% 的学校对教师教学

科研有一定的奖励与报酬;77.2% 的学校都支持教

师进行科研活动;24.4% 的学校教学科研设备不能

满足教师研究需要;14.8% 的教师认为教研组活动

对教学科研没有影响;73.6% 的学校会定期或不定

期地邀请专家、学者到校进行讲学;有40.0% 的教

师表示完全没有参加物理学术交流会,哪怕是县级.

2.3.2 背景因素在该维度上的差异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了解云南地区中学物理教师在该维

度中各项目上的差异性,以中学物理教师背景因素

为分组变量进行差异性检验,具体情况如下.
由表4可知,教龄因素在项目19,20,32,33,34,

37上的相伴概率都大于显著性水平0.05,可以认为

各个组总体方差是相等的,可以进行方差分析.
其中,在项目37上,方差检验的F值为8.992,

相伴概率为0.000.相伴概率小于显著性水平0.05,

表示拒绝零假设,也就是说4个组中至少有一个组

和其他三个组有明显的区别,也有可能4个组之间

都存在显著的区别.

表4 以教龄为背景因素在环境支持上的方差

齐性检验

Levene统计量 df1 df2 显著性

VAR00018 11.213 3 246 0.000

VAR00019 0.395 3 246 0.757

VAR00020 1.429 3 246 0.235

VAR00032 0.646 3 246 0.586

VAR00033 0.289 3 246 0.833

VAR00034 1.092 3 246 0.353

VAR00035 6.656 3 246 0.000

VAR00037 0.468 3 246 0.705

  为分析项目37具体是哪些组别间存在显著性

差异,特进一步做两两组别间的检验比较,由(LSD)

检验结果可知,在项目37上,“1~5年”组与“6~

10年”组间的相伴概率P=0.046<0.05,说明 “6~

10年”组教师“参加县级以上学术交流会的次数较

多”;“1~5年”组与“11~20年”组间的相伴概率

P=0.000<0.05,说明 “11~20年”组教师参会次

数较多;“1~5年”组与“20年以上”组间的相伴概

率P=0.014<0.05,说明 “20年以上”组教师参会

次数较多;“6~10年”组与“11~20年”组间的相

伴概率P=0.033<0.05,说明 “6~10年”组教师

参会次数较多.

总体来说,“1~5年”组教师在参加物理学术

交流活动上明显少于其他组教师.

表5 以教龄为背景因素在环境支持上的方差分析

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

VAR00018 组间 (组合) 13.577 3 4.526 2.572 0.055

VAR00019 组间 (组合) 1.111 3 0.370 0.106 0.956

VAR00020 组间 (组合) 13.850 3 4.617 1.152 0.329

VAR00032 组间 (组合) 1.428 3 0.476 0.578 0.630

VAR00033 组间 (组合) 4.477 3 1.492 1.453 0.228

VAR00034 组间 (组合) 3.321 3 1.107 1.338 0.263

VAR00035 组间 (组合) 5.457 3 1.819 1.792 0.149

VAR00037 组间 (组合) 43.917 3 14.639 8.992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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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以教龄为背景因素在环境支持上的多重比较

因变量 (I)教龄段/年 (J)教龄段/年
均值差

(I-J)
标准误 显著性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LSD VAR00037

1~5 6~10 -0.48371* 0.24066 0.046 -0.9577 -0.0097

11~20 -1.0701* 0.21126 0.000 -1.4863 -0.6540

20以上 -0.56291* 0.22754 0.014 -1.0111 -0.1147

6~10 11~20 -0.58644* 0.27335 0.033 -1.1248 -0.0480

  *.均值差的显著性水平为0.05.

  职称组别在环境支持以及该维度各项目上不

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环境支持的力度不随教龄增

加、职称升高而显著提升.

2.4 参与教学研究情况

2.4.1 该维度各项目频数统计

该维度包含5个调查项目.由统计可知,项目26

得分平均值为2.5,表示云南地区物理教师正式发表

的文章篇数平均2篇;项目27得分平均值为2.16,表

示云南地区中学物理教师主持或参与的课题级别在

校级与市、州级之间;项目28得分均值最高,为3.21,

说明云南地区中学物理教师论文写作情况介于在有刊

号杂志上正式发表和在会议上交流或大赛获奖之间.

其中,26.4% 的教师发表教学论文在3~5篇

及以上;有30.8% 的教师正式发表论文的篇数为

零.在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教师占22.8%;论文未正

式发表,但在会议上交流或大赛获奖或收录于内部

资料汇编的教师占40.4%;有31.2%的教师曾进行

过写作,但从未发表.36% 的教师曾支持或参加过

校级课题研究,8% 的教师曾参加或主持过州(市)

级课题研究,20% 的教师曾主持或参加过省级、国

家级课题研究.自工作以来,仅有2.0% 的教师获得

过国家级教学大赛,20.8的教师获得了省级、市级

教学大赛奖;仅0.8% 的教师获得过国家级课件(教

具)改进与制作大赛奖,14% 的教师获得省级、市级

课件(教具)改进与制作大赛奖.

2.4.2 背景因素在该维度上的差异性检验

由方差齐性检验发现,教龄组别在项目28,29

上的相伴概率都大于显著性水平0.05,可以认为各

个组总体方差是相等的,可以进行方差分析.

其中,在项目28上,方差检验的F值为9.413,

相伴概率为0.000.相伴概率小于显著性水平0.05,

表示拒绝零假设,也就是说4个组中至少有一个组

和其他3个组有明显的区别,也有可能4个组之间

都存在显著的区别.同理,在项目29上,方差检验的

F值为3.575,相伴概率为0.015.为分析项目中具

体是哪些组别间存在显著性差异,特进一步做两两

组别间的检验比较,由(LSD)检验结果可知,在项

目28上,“11~20年”与“1~5年”组间的相伴概

率P=0.000<0.05,与“6~10年”组间的相伴概

率P=0.017<0.05,说明 “11~20年”组教师在发

表论文方面比“1~5年”组、“6~10年”组都多;“20

年以上”与“1~5年”组间的相伴概率P=0.000<

0.05,与“6~10年”组间的相伴概率P=0.018<

0.05,说明 “20年以上”组教师在发表论文方面比

其他两组都多.

表7 以教龄为背景因素在参与科研上的方差

齐性检验

Levene统计量 df1 df2 显著性

VAR00026 4.224 3 246 0.006

VAR00027 11.885 3 246 0.000

VAR00028 1.747 3 246 0.158

VAR00029 1.133 3 246 0.336

VAR00039 14.279 3 246 0.000

  在项目29上,“1~5年”组与“11~20年”组

间的相伴概率P=0.001<0.05,说明“11~20年”

组教师在教学大赛方面优于“1~5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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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以教龄为背景因素在参与科研上的方差分析

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

VAR00026 组间 (组合) 94.604 3 31.535 22.690 0.000

VAR00027 组间 (组合) 4.092 3 1.364 0.973 0.406

VAR00028 组间 (组合) 40.692 3 13.564 9.413 0.000

VAR00029 组间 (组合) 11.572 3 3.857 3.575 0.015

VAR00039 组间 (组合) 19.966 3 6.655 8.168 0.000

表9 以教龄为背景因素在参与科研上的多重比较

因变量 (I)教龄段/年 (J)教龄段/年
均值差

(I-J)
标准误 显著性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LSD
VAR00028

VAR00029

1~5

6~10

1~5

11~20 -0.86051* 0.19876 0.000 -1.2520 -0.4690

20以上 -0.88332* 0.21408 0.000 -1.3050 -0.4617

11~20 -0.61703* 0.25717 0.017 -1.1236 -0.1105

20以上 -0.63985* 0.26918 0.018 -1.1700 -0.1097

11~20 -0.55507* 0.17199 0.001 -0.8938 -0.2163

  *.均值差的显著性水平为0.05.

由方差齐性检验发现,职称组别在项目28上的

相伴概率都大于显著性水平0.05,可以认为各个组

总体方差是相等的,可以进行方差分析.

其中,在项目28上,方差检验的F值为15.873,

相伴概率为0.000.相伴概率小于显著性水平0.05,

表示拒绝零假设,也就是说3个组中至少有一个组

和其他两个组有明显的区别,也有可能3个组之间

都存在显著的区别.

表10 以职称为背景因素在参与科研上的方差齐

性检验

Levene统计量 df1 df2 显著性

VAR00026 5.498 2 247 0.005

VAR00027 9.982 2 247 0.000

VAR00028 2.027 2 247 0.134

VAR00029 4.369 2 247 0.014

VAR00039 18.833 2 247 0.000

表11 以职称为背景因素在参与科研上的方差分析

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

VAR00026 组间 (组合) 107.796 2 53.898 40.502 0.000

VAR00027 组间 (组合) 0.301 2 0.150 0.106 0.899

VAR00028 组间 (组合) 45.007 2 22.504 15.873 0.000

VAR00029 组间 (组合) 13.983 2 6.991 6.566 0.002

VAR00039 组间 (组合) 13.745 2 6.872 8.214 0.000

  为分析项目28具体是哪些组别间存在显著性

差异,特进一步做两两组别间的检验比较,由(LSD)

检验结果可知,在项目28上,“二级及以下”与“高

级教师”组间的相伴概率P=0.000<0.05,与“一

级教师”组间的相伴概率P=0.000<0.05,说明

“二级及以下”组教师在发表论文方面明显少于其

他两个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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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以职称为背景因素在参与科研上的多重比较

因变量 (I)教龄段/年 (J)教龄段/年
均值差

(I-J)
标准误 显著性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LSD VAR00028 二级及以下
高级教师 0.95528* 0.19244 0.000 0.5763 1.3343

一级教师 0.74369* 0.17646 0.000 0.3961 1.0912

  *.均值差的显著性水平为0.05.

2.5 教师教学研究成效

2.5.1 该维度各项目频数统计

该维度共有5个调查项目.统计可知,项目25
得分平均值最高,为3.6,表明云南地区中学物理教

师参与教学科研的积极性较高;项目31得分平均值

为3.24,表明当前物理教师的教学科研成果对物理

教学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不显著.
由各个选项的频数分布数据得知,62.8%的教师

认为实行新课改后,教师参与教学研究的积极性有所

提高,29.2% 的教师认为没有明显变化;42.8% 的教

师认为目前中学物理教学研究成果对教学有明显促

进作用,37.2% 的教师认为作用一般,20% 的教师

认为作用不明显或没有作用;30.8% 的教师认为学

校校本教研开展情况效果较好或非常好,47.2% 的

教师认为效果一般,22% 的教师认为校本教研“形

同虚设”;21.6% 的教师表示对当前中学物理教师

进行教学科研现状较为满意,43.6% 的教师表示基

本满意,34.8% 的教师表示不大满意或很不满意.
仅11.2% 的教师对当前中学物理教师发表的学术

论文水平评价较高,56.8% 的教师认为水平一般,

32% 的教师认为水平不大高或很低.

2.5.2 背景因素在该维度上的差异性检验

由方差齐性检验发现,教龄组别在项目25,31,

36,38,40上的相伴概率都大于显著性水平0.05,可

以认为各个组总体方差是相等的,可以进行方差分

析.
其中,在项目25上,方差检验的F值为9.253,

相伴概率为0.000.相伴概率小于显著性水平0.05,

表示拒绝零假设,也就是说4个组中至少有一个组

和其他3个组有明显的区别,也有可能4个组之间

都存在显著的区别.同理,在项目31上,方差检验的

F值为3.139,相伴概率为0.026.在项目36上,方差

检验的F值为3.739,相伴概率为0.012.
表13 以教龄为背景因素在教学研究成效上的方

差齐性检验

Levene统计量 df1 df2 显著性

VAR00025 1.711 3 246 0.165

VAR00031 0.304 3 246 0.823

VAR00036 0.985 3 246 0.400

VAR00038 0.530 3 246 0.662

VAR00040 1.920 3 246 0.127

表14 以教龄为背景因素在教学研究成效上的方差分析

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

VAR00025 组间 (组合) 19.043 3 6.348 9.253 0.000

VAR00031 组间 (组合) 8.669 3 2.890 3.139 0.026

VAR00036 组间 (组合) 10.053 3 3.351 3.739 0.012

VAR00038 组间 (组合) 5.580 3 1.860 2.436 0.065

VAR00040 组间 (组合) 4.797 3 1.599 2.162 0.093

  为分析项目中具体是哪些组别间存在显著性

差异,特进一步做两两组别间的检验比较,由(LSD)

检验结果可知,在项目25上,“6~10年”与“1~5
年”组间的相伴概率P=0.000<0.05,与“11~20

年”组间的相伴概率P=0.000<0.05,与“20年以

上”组间的相伴概率P=0.001<0.05,说明 “6~

10年”组教师对“教师在参加教学科研的积极性与

课改之前相比”的评价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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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31上,“11~20年”与 “1~5年”组间

的相伴概率P=0.016<0.05,与“6~10年”组间

的相伴概率P=0.005<0.05,说明“11~20年”组

教师更认为“目前中学教学科研成果对教学的促进

作用”较大.

在项目36上,“20年以上”与 “1~5年”组间的

相伴概率P=0.002<0.05,与“11~20年”组间的

相伴概率P=0.014<0.05,说明“20年以上”组教

师更认为“学校开展的校本教研情况”较好.

表15 以教龄为背景因素在教学研究成效上的多重比较

因变量 (I)教龄段/年 (J)教龄段/年
均值差

(I-J)
标准误 显著性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LSD

VAR00025

VAR00036

VAR00031

1~5 6~10 0.70224* 0.15622 0.000 0.3945 1.0099

6~10 11~20 -0.89495* 0.17744 0.000 -1.2444 -0.5455

20以上 -0.65493* 0.18572 0.001 -1.0207 -0.2891

1~5 11~20 -0.38510* 0.15885 0.016 -0.6980 -0.0722

6~10 11~20 -0.58746* 0.20554 0.005 -0.9923 -0.1826

1~5 20以上 0.53687* 0.16882 0.002 0.2043 0.8694

11~20 20以上 0.48091* 0.19430 0.014 0.0982 0.8636

  *.均值差的显著性水平为0.05.

  职称组别在教学研究成效以及该维度各项目

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教学研究成效不随教龄

增加、职称升高而显著提升.

3 小结

该调查不仅反映出云南地区现阶段中学物理教

师教学研究发展的基本现状,同时揭示了云南地区

中学物理教师教学研究中如应试教育、评价体制以

及教师教学科研理论、经验不足等等一些问题.因

此,笔者致力于用SWOT分析法来阐述云南地区中

学物理教师的教学科研能力的机遇和优势何在,面

临威胁及劣势所在,并为提高云南地区中学物理教

师科研能力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与建议.

SWOT分析法是由旧金山大学的管理学教授于

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来的.SWOT是通过对优势

(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机会(Opportunities)

和威胁(Threats)等4方面[4]进行深入全面的分析及

定位,从中找出对自己有利的、值得发扬的因素,以及

对自己不利的、要避开的东西,发现存在的问题,找出

解决办法,并明确以后的发展方向.

3.1 云南地区中学物理教师教学科研的外部机会

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

突飞猛进,教师队伍面临着日愈严峻地挑战.国务院

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中的第20条指出,“广大教师要积极开展教学改革

和教育科学研究.”为此,教师要主动探讨育人的规

律、反思自身的教育实践而成为教育研究者,教师不

再是教书匠,而是向学者型、专家型教师发展[5].
同样,“教师即研究者”教育理念的提出和在国

际上较有影响的传播,为中学教师从事教育科研提

供了理论上的支撑.也就是说,教师有能力对自己的

教育行为进行反思、研究和改进,教师有能力针对自

己的教育情景提出最贴切的改革建议,教师不只是

别人研究成果的消费者,更应该成为研究者.正如苏

霍姆林斯基所说,“如果你想让教育工作给教师带来

乐趣,使每天上课不致成为一种枯燥单调的义务和

程序,那你就要引导每一位教师都走上从事科研这

条幸福的道路上来.”

从数据分析结果不难看出,云南地区对中学物

理教师进行教学研究工作总体上是支持与鼓励的.

3.2 云南地区中学物理教师教学科研的外部威胁

为改变当今应试教育的局面,于是素质教育、创

新教育的提法便应运而生.因此,既要用国家课程考

分去满足市场、家长的需要,又要开发校本课程去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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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学生,以实现现代教育理念,而这恰使教师与学生

都置于两难境地.

在基础教育领域,评价教师的取向过于功利主

义.对于教师的评价,永远脱离不了以学生作为参照

系,即以学生的学习状况、学生的升学率等外在于教

师的元素作为评价教师的维度,这对教师来说是一

种有失公允的评价机制.这也使得大多教师将教学

科研任务作为谋取自身利益(评聘、晋职等)的功利

行为.

此外,处于教育水平较落后的云南边疆地区,在

接收世界新的教育理念、方法与实践创新等信息方

面闭塞且资料不足,存在资金设备条件较差等不利

因素,与内地比较略显劣势地位.

3.3 云南地区中学物理教师教学科研的自身优势

记得,斯腾豪斯曾说过,“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理

解教育研究,都不得不承认教师充满了丰富的研究

机会.教师直接面对学生、教材,研究成果得以在教

学中实践、检验.”哈贝马斯指出,科学概括出来的

知识必须有一个“启蒙过程”,才能够对自己的情境

有真正的理解,才能驱使社会实践,并做出明智而谨

慎的决定.而教师参与教育研究,既对自身进行“启

蒙”,又是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相结合的驱使人.

作为边疆地区的教师,孩子们的一言一行都可

成为教师鲜活的研究对象,教师每一次记录与反思

教学得失、每一次教法的尝试与实验的改进、每一次

与同事就学科问题探讨与争鸣等等都可以成为教师

最典型的案例研究.这是一个不断摸索与进步的过

程,是一个教学实践与理论研究不断磨合、不断创新

且得天独厚的平台.

3.4 云南地区中学物理教师教学科研的自身劣势

可以说,云南地区绝大多数中学物理教师对教

学实践与教学研究之间的关系缺乏清晰化理解.首

先,他们认为教学研究是专家、学者、教授的事,与其

无关;其次,他们认为教学研究是脱离实际的,无法

指导教学;另外,他们认为教学、学科问题解决、学生

日常化管理就是研究.也许还有最关键的是,绝大多

数中学物理教师缺乏理论的、实践的有效指导.他们

虽有一定的教学研究态度与认识,且具备基础的研

究素养,但在特殊研究素养方面却是严重不足的,而

这些是无法依靠教龄增加、职称提高达到显著提升

的.

3.5 改进云南地区中学物理教师教学科研的策略

根据SWOT分析方法,提升云南地区中学物

理教师教育科研能力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发挥自身

优势,克服或弱化劣势,充分利用机遇,迎接挑战.在

此,对云南地区中学物理教师进行教学研究提出几

点对策:

首先,学校应多为各年龄段教师提供各种专业

学习、交流机会,鼓励高级教师积极参与教学研究,

努力发挥其“传、帮、带”的作用,同时充分发挥青年

教师的优势,努力发挥其新思想、新观念的作用.

其次,应增加教学科研经费,不断完善教师教学

科研激励机制,更新教学科研设施等硬件条件,还应

给足教师进行自我反思和自由探索、形成新视野和

保持前沿水平的时间与空间.

再有,提倡以教师专业发展为核心的学习共同

体,建立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组织,它可以是课题组

活动、同行交流、结伴合作、专家引领等形式.

最后,在进行教学研究时,有时教师需要学者对

其进行多层次专业引领和指导.这样一来,它将有助

于教师对散乱的、隐形的、感性的经验转变为系统

化、显性化和理性化的理论.而这本身就是教师专业

发展的过程.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旨在促进云南

地区物理教师教学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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