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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普惠助力高素质教师队伍培养

李韦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承担着让每个孩子健康成长、办好人民满意教

育的重任。”为更好地服务基层学校教育科研、有效提升一线教师科研素养、助力推动江苏教育高质量发展，2015 年开始，江

苏省教科院利用省级教育科研平台资源优势，践行教育为人民的初心，组织省内外专家，定期定题定向走入基层学校，近距离

服务广大科研薄弱地区和群体，尤其针对偏远农村学校开展主题科研活动。七年多来，科研普惠活动遍及淮安淮阴、徐州睢宁、

盐城东台、宿迁沭阳，无锡宜兴、镇江句容等市县区，内容涵盖课程改革、教育科研、课堂教学等多个领域，覆盖学前教育、

小学、初中、高中等各个学段，惠及了万名教师，有效提升了基层教师专业素质。

聚焦真问题，激发基层科研活力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如果你想让教师的劳动能够给教师带来乐趣，使天天上课不至于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义务，那

你就应当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研究这条幸福的道路上来。”

为唤醒一线教师的科研热情，切实提高教师队伍的科研素养，打造高水平教师队伍，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经过摸底排查、

基层调研与专家座谈后，省教科院决定创建“科研普惠工程”品牌。即通过系统性开展公益性帮扶活动，以底部崛起为导向促

进全省战略与区域教育发展的有效联动；发挥省级平台优势和研究特色，统筹策划、邀请省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卓越教师深度

参与，开展“科研帮扶”“科研下乡”“科研领航”等系列活动，帮助基层对标、对题、对需，破解发展瓶颈，切实增强江苏

教育科研服务发展的能力，筑牢高质量教育建设根基。

“科研普惠工程”被纳入江苏教育科学“十三五”发展规划之中，开展的一系列活动也受到基层一线教师的欢迎。以 2021

年 10 月开设的“区域游戏中环境与材料的适宜性”为主题的学前教育游戏活动环境创设研讨专场为例，为了倡导基于现场的真

问题、真科研，每一位参与者以研究者的身份进入活动现场，整个活动以“观摩游戏活动—聆听案例分享—分组现场教研—教

师代表发言—专家点评—专家讲座”的步骤进行。活动中，三个临时教研组在三名园长的带领下各抒己见，在智慧的碰撞中萌

发出了对“儿童视角”、环境与材料在幼儿游戏中作用的新思考。园长点评环节，专家给予鼓励和肯定，并向全体教师分享了

作为教师应该具备的“四看”和“四有”能力。研讨会通过以儿童为中心的学习环境创设的思与行，更新了教师的教育理念，

提升了教师以幼儿为本的教育意识，引发了教师的再思考与再探究。

从近年来的实践看，科研普惠唤醒了教师的科研意识，点燃了教师的研究热情，真正帮助教师解决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

促进教师队伍的成长，从而推动教育质量的提升，为江苏教育发展与改革提供了重要支撑。

以课题研究为引领，指导课堂实践

“科研普惠”具体操作方案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课例研讨，围绕课题研究，分学段、学科进行课堂教学展示，在此基础

上进行说课、评课和教研指导；课题申报，突出需求和问题导向，指导基层围绕教育热点、难点开展课题申报；专家讲座，以

省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为主，围绕学术前沿、学界聚焦组织讲座；项目诊断，听取基层对省教育科研管理方面的意见，对省教育

科学规划课题、省内涵建设项目（前瞻性项目、课程基地与学校文化建设、品格提升工程等）申报、实施及成果提炼，以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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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发展规划等进行面对面的诊断、指导与研讨。如基于新课标强调的“要让儿童在真实的语文情境中去学习”，南京市汉口路

小学校长为基层学校生动地示范了在“师生同构儿童多彩学习生活”这个课题的引领下，如何智慧地进行教学设计，让科研和

课堂可以相得益彰。与此同时，来自省级其他学段学科的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省人民教育家培养对象，与帮扶学校的优秀

青年教师共同进行了课堂教学展示。在互动环节，名师们围绕教学研究与一线教师对话交流、答疑解惑，引导教师在日常的教

育教学中拓展科研思路，形成教学风格。

从基层中来，到基层中去。课堂教学研讨活动正是以这样一种深受基层学校欢迎的教科研方式开展。由来自一线的正高级

或特级教师参加，主要服务对象为学科教师；主要围绕课题研究，分学段、学科进行课堂教学展示，在此基础上进行说课、评

课和教研指导。专家们重点围绕课题研究，对基层学校的上课内容、授课方式、师生互动、教学重点等方面提出相关指导意见，

同时分享自己的教学经验与体会。参加活动的知名学者、卓越教师以最大热情投入，纷纷主动请缨要求无偿参与，将自己的课

题研究心路、研究历程、研究的实践与思考，通过科研普惠这个平台，毫无保留地展现给一线教师，引起基层学校教师的深度

共情，引导教师们真正地用科研指导实践。

打好服务组合拳，用心用力解决基层教育难题

当前，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推进乡村教育振兴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和重要任务。教

育振兴不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与任务，同时也对乡村振兴起着支撑和保障作用。而乡村教师是乡村教育振兴的关键，乡村

教师队伍的质量直接影响着乡村教育的质量。在乡村教育振兴中，我们必须贡献教育科研的力量。

2022 年起，科研普惠工程把学习党史同推动工作相结合，以群众所思所盼为主导方向，重点关心和支持乡村学校、乡村教

师的教育科研工作，有效解决基层学校和教师在教育科研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大力扶持乡村教师的教育科研项目，以实实在

在的成效助力乡村教育科研提质增效，切实肩负起乡村教育振兴的使命和责任。

一是政策合理倾斜，常态化设立乡村教师专项课题。在课题立项和评审方面，制定合理的倾斜政策，进一步激发乡村教师

科研活力。“十三五”期间，我省共设立 300 个省教育科学规划“乡村教师专项”。“十四五”时期，我们将持续稳定乡村教

师课题申报的专门通道，保证其份额。二是助力科研能力提升，开展普及性的课题研究专题讲座。在对“乡村教师专项”课题

主持人进行调研的基础上，根据各课题组的需求和期盼开展“教育科研与教师发展”的相关专题讲座，邀请名师现身说法，提

升感染力。开展常用科研方法的培训，引导乡村教师学会在日常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抓住研究契机，让广大乡村教师真正认识到

教育科研的意义和价值、明确课题研究的规范流程与要求。三是基于数据分析，开展课题研究的精准指导。对“乡村教师专项”

立项课题进行分类分组，每组选取 1—2个有代表性的课题进行开题展示和汇报交流。如首场“乡村教师科研领航”云端活动，

以邳州市宿羊山镇中心小学的课题“农村小学青年教师教学胜任力提升的行动研究”为例进行开题展示，特邀专家进行面对面

的精准指导，其他课题组在线观摩学习。四是延伸服务触角，支持课题成果的提炼与转化。与相关领域的杂志社合作，引导乡

村教师规范教育教学论文写作，及时提炼与转化课题成果，形成成果集。


	科研普惠助力高素质教师队伍培养
	聚焦真问题，激发基层科研活力
	以课题研究为引领，指导课堂实践
	打好服务组合拳，用心用力解决基层教育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