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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聚焦·特设专栏： 校本教研】

“带题研究” 校本教研的组织与实施

袁宝红

（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铁道北小学， 北京　 １０００００）

【摘　 要】 “带题研究” 是指教师结合教学实际问题开展校本教研， 指导教学工作的教研形式， 能

提高教师科研能力和课堂教学质量。 具体操作方式是统一教研时间、 实施管理制度， 保证教研活动的

顺利发展。 以确定实践步骤、 优秀典范引领、 开展 “带题研修”、 进行 “带题实践” 的途径展开教研

活动， 全面提高教师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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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教研是基层学校提高教师专业水平的主

阵地， 若学校长期缺乏对校本教研活动的指导，
活动形式单一， 内容只局限于听课和议课， 那么

教师便很难从中获得更多的专业发展。 如何依托

校本教研这个 “贴身式” 的研究平台， 结合教育

科研规划校本教研活动的内容和形式， 使之既能

解决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 又能提高学校教师

的学科专业知识、 教学实践能力和教育科研能力，
成为提高教师队伍建设的主阵地？ 这是一个值得

探索的问题。
“带题研究” 指教师结合教学实际问题确定

课题后， 围绕课题开展校本教研， 指导教学工作

的教研形式。 这是为一线教师教育研究多开一扇

窗的好方式， 能帮助、 引领教师参与研究和学会

研究， 逐渐养成用课题指导教育教学的科研意识，
提高科研能力，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解决教学中

的常见问题，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一、 校本教研的组织和实施机制
（一） 统一教研时间， 保证专时专用

足够的时间是保证校本教研顺利开展的前提。

为了能让教师有专门进行 “带题研究” 的时间，
学校可以统筹安排每周五下午 ２︰３０—４︰３０ 为教

研活动时间。 这样教师就有互相研究、 交流的保

障， 为实现 “带题研究” 提供了充足的时间。
（二） 实施管理制度， 保证顺利开展

为保证校本教研的顺利开展， 除了统一安排

时间， 学校还可以建立三级校本教研管理制度。
校长室、 教导处一级的校本教研工作制度， 是在

校长的领导下， 全面制订教研工作规划， 提出校

本教研要求， 组编教研队伍。 制订好本校长期和

近期教研工作目标， 并负责监督实施。 第二级教

研组工作制度， 是落实教学工作要求， 开展教学

研究， 探索多种校本教研途径以提高教师业务水

平。 教研组长在上一级的领导下组织和落实本学

科有关教学研究的全部工作， 制订教师校本教研

制度， 全面落实学校及教研组的工作要求， 鼓励

教师自我研修。 第三级的教研组成员要结合个人

可持续发展规划的要求， 进入专业发展过程， 不

断自我诊断、 自我反思、 改进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