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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科研兴校”、“校兴科研”、“科研强校，，、“教师成为研究者”等等是20世纪末以来，在
中国教育界很抢眼的字眼。
这些字眼体现了广大中小学校及教师对科研的热切关注，以及企盼通过科研改变学校面貌，转变学校
实践行为的热忱。
的确，置身于社会转型时期，每一所学校、每一个教师都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新的困惑，新的矛
盾，而要真正解决这些新问题，直面这些新困惑，解决这些新矛盾，一味地靠原有的老经验已经不能
奏效了，需要借助于研究找到新的途径与方法。
如果说当今的教师与先前的教师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当今的教师需要以研究
为己任，将自己作为一个研究者来看待。
他要以研究者而非教书匠的角色出现在学校以及课堂的场景中，拿起研究的武器，通过研究更深刻地
了解自身的境况，描述自己所经历的事件，预测自己的种种行为所可能引发的学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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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校本研究指导》是国内第一本系统论述校本研究的作品。
以校本研究为研究对象，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校本的含义、问题的确定、方案的设计、研究方法的运用
、研究成果的呈现，以及如何通过校本培训提升教师研究水平等问题。
《校本研究指导》采用案例与评价相结合的方式，意在为中小学管理人员和教师提供可操作的校本研
究方法，也可以作为中小学校本研究的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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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曾把人类文化区分为三类：一类是后喻文化，这类文化的
典型特征是变化迟缓，墨守成规，几乎一成不变，人越年长，就越有资格来指导年轻人，其突出的特
点是过去指导着未来，在教育上则体现为年长者对年幼者的指导；另一类是互喻文化，这类文化的特
点是文化有了较明显的变化，人的年龄并不能成为文化的惟一承载依据，年轻人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化
特征，有了自己对待世界、他人、社会、自身的看法与认识，青年文化出现，代沟开始存在，年轻人
更愿意从自己的同龄人那里吸取经验，其突出的特点是现在指导着未来，教育上的体现方式是同代人
之间的相互指导；第三类文化是前喻文化，这类文化变化显著，变化速度加快，如果不注意时时处处
吸取信息修正自己的知识与行为，就会落后。
老年人意识到自己落伍了，需要向年轻人学习才能赶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其突出特点是未来指导着现
在，教育上的体现方式是下一代人对上一代人的指导。
①　　教师作为教书匠或者一味做一个实践者，对于后喻文化来说也许是适宜的，但在互喻文化和前
喻文化中，这种角色却不见得适当。
虽然中国当今的文化尚不能说是进入了前喻文化或者互喻文化的时代，但是这两者的存在却是不争的
事实。
在这种状况下，教师如果一味扮演实践者的角色，就很难承担起指导学生发展、培养创新人才的重任
。
教师开始面临一个全新的挑战，只有自身研究这些新问题，解决这些新矛盾，才能成为一个称职的合
格的教师。
因而，“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已不能全部概括教师自身的特点，至少要再加上一个“教研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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