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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尊师重教传统，有着悠久的研究教育教学规律和方法的历史。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具有世界地位的教育家，产生了以《学记》为代表的
对世界教育学界有影响的教育著作。
今天，站在深化教育改革和加快教育发展的历史新起点上，构建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中国
特色的教育科学体系，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科学规范、提高科研质量。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讲求学术规范、正确使用研究方法是提高教育科研质量的关键。
成熟而有质量的教育科研，一定是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和注重科学研究方法的。
虽然对此问题尚人言言殊、见仁见智，但也越来越有共识——教育科研越来越需要强化行业规范标准
，越来越需要加强研究者能力建设，这对于立教育科研之规、树教育科研之范、奠教育科研之基、领
教育科研之路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首先，提高教育科研的质量需要加强教育科研工作者的行业规范和方法训练。
当前，教育科研对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从业队伍不断扩大，群众性教育科研的局面已经
形成。
一方面，教育行政人员、跨学科科研工作者积极参与教育科研；另一方面，广大中小学教师广泛参与
教育科研。
因此，难免出现良莠不齐的现象。
为保护研究者参与教育科研的积极性，提高教育科研的效益，有必要通过加强教育工作者的学术规范
和方法训练来提高其研究能力，进而保证教育科研的与时俱进。
　　其次，克服教育科研的偏差需要加强教育科研工作者的行业规范和方法训练。
有分量、能对教育实践发挥影响的教育科研成果，往往重视选题且研究方法运用得当。
有的研究结论之所以难以服人，是因为研究者重视选题但不注意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有的研究结论
之所以不能对实践发挥影响，是因为研究者关注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但问题意识较差。
要克服这些偏差，研究者需要加强能力建设，增强问题意识，注重学术规范，强化研究方法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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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近三十年的积累为依据，以教育研究的经验和方法为主线，选择了一些
近年发表的有一定影响的学术论文，力求以具体的课题研究为例，阐述教育科研方法，探索教育科研
经验。
根据内容倾向，把这些论述分为“高层认识”、“理论视野”、“实践经验”、“方法探析”、“国
际比较”、“改革发展”六大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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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此外，新基础教育不是只做课堂教学，除了教学，我们还抓班级建设。
这方面我们已经进入到学校的综合研究中，做了6个专题的研究，将来要出6个系列的丛书。
　　项目选择好了以后就要选择实验学校、实验班级。
我们先选择的是愿意做、有需求的学校。
我开诚布公地和校长、教师们说：“跟我做不会马上出名，跟我做就只有实实在在地做，把名利先放
一边，把学校做好，把孩子的发展做好，让我们的教师在这个过程中感到实现了自身的发展，这就是
我们的最高价值。
”至于等到做好了，大家认同了，更多的学校愿意来仿效了，来向实验学校学习，那只是一个自然的
结果，但它不是作为我们的第一目标去追求的。
我们的新基础教育实验学校一开始是不挂牌的。
第一批实验学校基本上都到了5年以后，我们进入推广阶段的时候，我觉得要对这些学校参与新基础
教育研究的历史做一个纪念时，我们才开始挂牌，就是“基础教育始创学校”。
但是始创不等于永远都创，如果在发展、扩展阶段这些学校掉队了，比如，现在我抓着精品学校的建
设，有些学校也未必就做得好，所以始创也未必就能拿到精品的牌，这动态的、精品的牌是对他们阶
段性的历史成绩的肯定。
其实这块牌不会有什么名利的含金量，但是有一种事业的含金量，就是你为这个事业奋斗过。
我们是事业凝聚的共同体，是相对不重名利的共同体，是事业心比较强的一批人在一起奋斗的团体。
我们在闵行区的实验得到了新老教育局长的很。
大支持，现在闵行区已经决定，他们的九年义务教育就以新基础教育为重点，整个区已经有70％的学
校参与进来。
当然各校层次有差异，但有差异不等于做不好。
不是一定要选择名牌学校，我们选择各种类型的学校，有城郊结合部的学校，有纯粹农村的学校；有
百年老校，也有刚刚建立3年的学校。
我想说明一个道理：如果一些基本的理念清晰了，一些基本的思想明白了，我们就可以在不同的学校
实现不同的发展。
快慢前后可以不一样，但都是朝着这个方向走，各校的强项优势有差异，但是我们的方向是一致的。
　　班级也是这样，我们找志愿者。
在这个方面我的体会还是很深的，新基础教育的转型性改革是一个攻坚战，不仅需要向已经有的传统
、习惯挑战，更重要的是参与这个研究的人，要不断地战胜自己。
所以只有那些有着强烈发展愿望的人，才能真诚地投入到这个研究中去。
无论是怎样的研究，都不太可能一哄而上，而是需要一批开路人，他们学习得多、实践得多，我们也
关注得多。
我们的新基础教育研究在初始阶段就是人盯人做，只要我觉得这个教师能够发展，哪怕我在外地我也
盯着。
我去几次就要听她几次课，听完就评。
我们不可能让全体教师都来做，但是我们可以为这个学校的各个学科培养出做新基础教育的骨干教师
，就通过这样的办法让一批人先发展起来。
这样的过程不是通过报告的形式，只听报告是没有用的，教育改革是做出来的。
先是点状突破，形成一批骨干力量；经过5年，我们在各个年级的语数外里面都有相对做得比较好的
教师，等到我们做精品学校的时候，我就要求全面展开。
当然也要一步一步地推进，我们划分第一、第二梯队，不是对人的等级的划分，而是根据他进入改革
的状态，分步进入，到做中期评估的时候，就要全校都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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