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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发展与

学生研究 对一线青年教师做研究写论文的一些浅陋看法

方武增
(揭阳市惠来慈云实验中学  广东 揭阳  515200)

(收稿日期:2019 12 25)

摘 要:分析了当前一线教师做研究写论文的4种情况,指出撰写论文对于促进教师自身成长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物理论文的撰写,强调对有效资料的收集和梳理,强调创新及对成果的检验与转化.做研究写论文是艰难且需长

期坚持的过程,一线教师要不忘初心,砥砺践行,享受勤读笔耕的快乐,以促成良好教学效益.
关键词:一线青年教师  专业成长  写论文  收集及梳理资料  成果的检验与转化

1 当前一线教师做研究写论文的情况

在这里有必要先大胆说一句:有论文的教师并

不等于做了研究.很多人只注意到有研究有论文、无

研究无论文的两类教师,但根据笔者的调查了解,就

教育研究与写论文而言,仍存在另两种情况:无研究

有论文和有研究无论文的两类教师.在这4类教师

中:“有研究有论文”的教师,是有教育情怀的教师,

是新时代移动的标杆,是具有引领本区域教师成长

的模范教师;“无研究无论文”的教师属“敲钟和尚”

型教师;“无研究有论文”的教师属“投机分子”,是

教师队伍中的“危险品”;“有研究无论文”的教师,

让人在对其肃然起敬的同时,又增添几分惋惜之情.
故不可用一纸论文来判断一线教师是否有开展教育

教学研究.
国家部委印发的《关于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

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中指

出:“切实改变过分强调论文、学历的倾向,并对农村

和边远地区教师倾斜”.这确实是明智之举,但不少

极端的一线教师对《指导意见》存在误解或曲解,认

为教师不需要做研究写论文了,这种认识上的偏差

导致了逻辑上的荒谬,让自己错失了成长的机会.实

际上,《指导意见》只是说要改变“过往过分强调论

文的倾向”,但并没有说评职称不再过问论文,所以

论文还是要看的,只是淡化处理了.所以《指导意见》

充分考虑到基层教师的实际,但此举不能成为教师

不写论文的理由.
针对以上的教学现状,笔者坚持认为一线教师,

特别是正处于成长期的青年教师,在教育教学工作

的同时,需要多阅读多思考,做好相关研究,改善教

育教学行为,形成研究成果,撰写成文并加以推广.

2 教师撰写论文很重要

2.1 教师需要撰写论文

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也应该是一个学习者

和研究者,需要一种自我激励、不断追求发展的学习

意识,且要具有一定的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教师进

行教学研究并撰写教学论文是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

重要途径,这是教师将自身教学经验或教学研究成

果以写作的方式表现出来,即教师将平时教学中的

一些体会或成果进行了总结,合理运用理论知识进

行分析和讨论并以文字为媒介表述研究成果的形

式.所以,教师需要撰写论文,长期坚持,能为教师专

业成长提供长足的驱动力,提升教师专业素养.首师

大邢红军教授曾提出:卓越教师发展要求教师不仅

要会“讲授”,而且还要会“研究”,即进行教学研究,

而研究结果的最佳呈现方式便是公开发表的教学论

文[1].所以,教师撰写论文是衡量一个教师教研水平

高低、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手段,而那些“有研

究无论文”的教师,让人充满惋惜之情.当然,若是

为评职称而应付地写一两篇,就从此封笔,这样也失

去了一种自我提高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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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需要教师撰写论文

一线教师不仅是教育教学理论的最佳实践者,

也是最具有发言权的理论检验者.一线教师要努力

尝试,并要勇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很多的教育教学

理论必须结合具体的学情与教情才能体现出价值,

而当教育教学理论与具体的学情与教情结合,并出

现在真实且复杂的教学课堂或是教研活动时,一定

会有新的情况,若是“成功”的,可总结出“方法”,若

是“失败”的,可总结出“教训”,这些都是财富.若将

“成功的方法”或“失败的教训”撰写成文,并能发表

于学术共同体上,无疑会让同行受益.如胡小波老师

在《让科学探究素养的培养真正发生 ——— 听“超重

与失重”一课有感》一文中,从一个听课教师的角

度,就物理课堂教学中科学探究存在的问题进行剖

析并提出很多建设性的意见.让读者体会并要做到:

学会“听评课”、学会从听课中成长、学会科学地设计

教学过程以促进学生科学探究素养的形成.

3 物理论文可以写什么

教学永远是一门带有遗憾的艺术,需要教师不

断地去研究并改进.自觉地研究与反思自己的教学

过程,是发现教学实践问题、总结实践经验的基本途

径,顺着这个线索,可以感悟到物理论文可以涉及的

内容就有很多,比如教法的研究、教学设计研究、习

题的研究、实验研究、高考备考的研究.对于教法的

研究不能停止,要勇于尝试;对于习题的研究,也不

能停留在标准答案上,应该研究能否另辟蹊径,研究

一题多解、变式训练,充分发展自己的能力.
例如,郑青岳老师撰写的系列论文《为促进学生

的理解而教》,从“关于理解的理解”“理解目标的教

学意义”“物理学习理解的证据”“促进学生理解的策

略等四个层面”等4个维度进行分析,对于一线物理

教师科学地制定教学目标,根据学情设计教学活动,

促进学生物理学科素养的提升有很好的指引作用.
当然,如果长期钻研高考题,可撰写一些研究高

考方向的论文,供年轻教师学习,如陈汉光老师撰写

的《2014 年 高 考 广 东 物 理 试 题 评 析 与 教 学 启

示》《2016年高考全国理综 Ⅰ 卷物理试题评析及对

教学的启示》等论文,很有启发性,论文从试题的知

识点和能力要求等多方面,分析全国理综 Ⅰ 卷物理

试题的特点,引导一线高三物理教师如何做好物理

教学,实现高效备考.

4 撰写论文要注意什么

写论文的灵感,是一种意识,来自职业的敏感与

日复一日的思考与实践;但从“灵感”到“写文”,再

到“论文成型”,则是一项系统的工程,也是一个积跬

步的学习过程.

4.1 收集及梳理有效资料

(1)抢时间多阅读,形成广博的学术积淀

学会抢时间,多阅读,多学习.有的教师会说“没

时间”.当然,在高考及各种考试指挥棒的影响下,教

师的压力较大,也确实占用了很多教师做教研教学

及写论文的时间,但现实中不少教师是将空暇时间

投身于网络世界中,沉迷于微信中,沉溺于无效的信

息碎片中[2],这不仅是严重的浪费资源,更是在浪费

生命.实际上,这种懈怠都是为自已的“无担当”找

借口.
那要抢时间读什么? 阅读基本的教育理论书

籍、教育期刊、物理学科教学期刊.
教育理论书籍,建议以经典专著为主.有些教育

家的理论用了上百年,至今仍经久不衰,如蔡元培、

胡适、陶行知,这些基本不受现在互联网影响.当然,

教育理论的理论学习相对解题技巧的学习,没办法

起到立竿见影的应试效果,但教育理论能通过分类、

概念、逻辑关系等使零散的知识变得完整,更系统、

更快速有效.
教育期刊,代表刊物有《课程·教材·教法》和

《教学与管理》,两刊收集的论文很有前瞻性,代表当

前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且时效性强,常阅读,有利

于一线教师了解当前基础教育发展的新动态.如《课

程·教材·教法》的《从规范教学秩序到构建学生发

展的有效教学机制 ——— 我国教学组织形式变革70
年的回顾与展望》一文,分析了我国70年教学组织

形式的变革,并从学科内容、课程形态、信息技术等

制约教学组织形式变革的因素进行分析,给一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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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很好地梳理了这一变革的过程,使一线教师能从

这些间接经验中得出有效促进学生综合素质提高的

教学组织形式.多看这类期刊,就如同紧跟了时代的

潮流.
物理学科教学期刊,代表刊物有《中学物理教与

学》《物理教师》《物理教学》《物理通报》《中学物理教

学参考》《物理教学探讨》《中学物理》等,里面收集

的论文,大多是来自一线教师的教学感悟,是一线课

堂的真实总结,边阅读边思考,一定会有一些教学灵

感闪现,让自己有一种冲动去尝试新的教法.如《中

学物理教与学》2019年5月整理了“科学思维”的专

题,介绍了国内教育一线教师对“科学思维”的观点

及最新的研究成果,教师多看这些文章,不仅有利于

自己加强对《课程标准》(2017年版)的理解,更有利

于研究如何将核心素养的4个维度在课堂中落实.
多阅读教育著作与期刊,不仅可以培养自己形

成浩瀚的知识面和广博深厚的学术积淀,还可以了

解论文的最新写作方向、论文的结构及写作规范.
(2)多动笔是有效梳理资料的前提

在选读参考书及参考文献的过程中,教师还应

注意细节,比如使用参考书要做到肯在重点内容上

耗时耗力,深思涵泳,不错过任何细节.在整理和分

析细节的基础上,结合自己教学工作不断反思,动笔

书写心得体会;同样的,在听专家学者讲座过程中,

也要做好笔记,并在讲座结束后对重点内容进行梳

理总结,哪怕一小段学习后感,也是一种教研积累;

空暇时间,要整理好自己的教学日志、随笔、反思笔

记以及其他教学素材,注重对学习过程进行梳理,对

学习效果进行总结.要持之以恒地做这些事情,不单

纯是积累素材,更重要的是养成动笔的习惯,笔常耕

而不辍.

4.2 有效撰写论文

中学教育论文的书写,一般离不开以下几个步

骤,如图1所示.

图1 中学教育论文书写步骤

  中学物理学科论文撰写,首先,要准确捕捉最

具价值的视角,确立教学论文的最佳立意;其次,要

注重学科本位,如某些教育理论的研究,要仔细甄别

其组织型式是否适合物理学科特点,让研究切实具

有“物理味”;最后,论文要追求学术的严谨而不是语

言的华丽,要讲究逻辑严谨,遣词造句也需字字甄

酌、认真打磨、仔细体会,力争准确.不同于写散文或

小说般的华丽,我们要的是朴实无华,要的是写出一

篇严谨、专业且富有启发性的论文.
创新是最好的继承,而继承必须创新.要学习吸

收前人的优秀研究成果,同时也要关注当前教育发

展的动态,如“新课程标准”“核心素养”“走班制”

等;另一方面,撰写论文时要独立思考,从不同的角

度对一些教育理论和经验,结合实际的教情与学情,

进行批判性地分析,明确可行性.不可人云亦云,要

有创见,真知灼见,才能体现教师本人的思想观念和

个性.如石尧老师撰写的《关于滑动摩擦力表达式引

入逻辑的思忖》一文,分析了现行人教版高中物理

教材的滑动摩擦力内容在编排方式上存在的逻辑偏

误,并提出将教学思路由 “总结滑动摩擦力表达式”

转向为“定义动摩擦系数μ”,并以“比值定义法”为

主线对滑动摩擦力的教学方式展开逻辑建构[3],实

现创新教学.

4.3 成果的检验与转化

论文需公开发表,接受学术共同体的检验;成果

也必须公开实践,接受同行和学生的检验,研究成果

才能得到转化,造福学生.贝聿铭曾言“生活即是建

筑、建筑反映生活”,一名优秀的建筑设计师一定是

从各种生活体验得到设计灵感的;物理来源于生活

与生产,又最终回归到生活与生产,论文的书写来源

于真实的教学实践,不能停留在纸面上,必须回归到

真实且复杂的教学实践与教研研讨中接受同行或学

生的检验.笔者这几年做了以下尝试:

(1)在公开课中检验-- 教学设计类及习题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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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自己做好教学设计与课件后,主动上公开课,并

邀请本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或教学较为认真的年

轻教师来听课指导;在课堂上创造意境,积极引导,

拓展学生思维[4];课后听取师生意见,收集评课记录

(手记或者征得听课教师同意后,用手机拍摄对方的

评课记录),自己反思教学后,修改教学设计与课件,

并到另一个班再上同一个课例,课后再听取意见,再

修改教学设计,并最终形成教学论文.如表1所示,

是笔者撰写论文《拓展开发教材习题 着力培养科学

思维 ——— 以一节公开课为例》(发表于《中学物理教

学参考》)内容的实践过程.
表1 论文在实践中检验案例

流程 内  容 备注

一 阅读相关理论书籍和资料并做教学设计与课件 多次推敲修改,寻找创新点

二 第一节公开课 在真实的课堂实践,初步转化成果

三 听取听课教师的反馈,并收集评课记录 自己手记或者征得听课教师同意后,用手机拍摄对方的评课记录

四 反思、顿悟 修改教学设计,形成论文初稿

五 第二次公开课 在真实的课堂再次实践,再次转化成果

六
总结提炼研究成果,

并再反复修改(定稿)
提出个人的观点,并对文章结构进行修改,注意遣词造句

七 投稿

  (2)在教学研讨活动中检验———备考策略类及

学科思想类论文

教学研讨活动,可以是县(市)教研会议的发

言、结盟学校间的教研探讨,也可以是学校内的物理

教研组讲座、师生讲座等.会前先定好自己的论文初

稿,当然没有一种教学理论是万能,当自己在教研会

议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后,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就

需要同行间交流讨论,这实际上也是各种思维的碰

撞,只要观点是来源于发言教师真实实践,就值得我

们学习并收集.会后要将收集到的信息与自己原来

的观点和做法进行整理糅合,并撰写成论文.

5 不忘初心 忍受孤独 享受快乐

做研究写论文是艰难且需长期坚持的过程.“初

心”是美的,开始的“选题”也肯定是自己喜欢的,但

研究过程是一个单调苦累的过程,甚至在一些无心教

研或者是对教研有误解的人眼里:做研究写论文是很

无聊的事情;而对于研究者本身,做研究写论文实际

上也是一件很繁琐的事情,而且当自己孤独前进时,

终站也是个未知数,因为可能自己做了几个月的研究

而完成的论文最终还是不能得到学术共同体的认可.
身边人的误解,研究过程的艰辛,结局的“无

果”,足以让许多原本雄心壮志的年轻教师中途退出

教研之路,继而变为一名敲钟和尚.故做研究写论

文,除了要有些教研智慧外,恒心、执着与淡薄名利

之心有时甚至比教研智慧还重要.若想真正成为一

位名师,一位研究型的教师,以上的困难必须去面

对、忍受和克服,研究要扎实推进,即使教研工作是

一场孤独的冒险,也要不忘初心,砥砺践行.
一线青年教师要享受勤读笔耕这份快乐,实际

上教研之路坎坷异常,但当披荆斩棘向前冲,并觅得

渴望已久的鲜花时,那份喜悦与成就感是无法替代

的[2].有信仰的人是幸福的,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我

们不妨把“立德树人、以研促教”当作我们的一种信

仰,一种精神的寄托,那么就会发现做研究写论文是

快乐的,值得我们去珍惜和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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