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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教研：教育的“交通枢纽”
! ! ! ! !"#$ 年!美国"纽约时报#

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来
到上海! 走访了三所普通公办
中小学% 在回国后的报道&上海
的秘密#中!他这样写道'(上海
造就优质学校的根本原则是对
教师进行培训! 教师之间相互
学习!营造出重视教育)尊重教
师的学校文化% *这段话凝练成
一个词! 就是教师们最熟悉不
过的(教研*%

弗里德曼当时可能发现了
上海及中国教育的 (秘密*!但
如果他今天再来上海! 或许能
进一步感受到教研更深层次的
内涵% 教研!已成为教育的(交
通枢纽*%

! ! ! !!月 "日，“第八届长三角基础教育课程
与教学改革论坛”在上海举行，这是上海、江
苏、浙江三地教研机构的年度盛会。作为全
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江浙沪三地的教
研机构希望以论坛的形式，在基础教育的教
研工作上探讨问题，分享更多经验。

这样的沟通交流显然不是一时的心血
来潮———在国家教育改革任务的大幕下，
发达地区或许有着承担责任的自豪感，但
教育受全民关注的现实，使得改革者必须

放缓自信，深思熟虑。
上海和浙江从三年前开始的高考改

革，随着首批毕业生走入考场，今年将完全
落地。同时，上海还是国家教育综合改革试
验区，这一从七年前就开始的部市共建项
目，至今依然在深度探索实践中。
“从教育内涵建设来说，上海主要抓好

三个方面。”上海市教委副主任贾炜说，“一
是学校课程领导力建设，二是核心素养导向
下的教学变革，三是评价改革。”对于这第三

个方面，以上海市教委教研室为主导力量的
上海教研系统，推进的脚步稳重踏实。
“上海市提升中小学（幼儿园）课程领

导力项目”已经进行到第二轮，在市教研室
顶层设计下，由全市 #$所项目学校和黄浦
整体试验区试点实施。今年，该项目已进入
中期评估阶段。

核心素养导向下的教学变革，旨在提高
学生的核心素养，重点是改变课堂教学的结
构，要为学生创设有效的学习经历，激发学生
的内在学习动力和学习潜能，保持学生的好
奇心、想象力、钻研精神，以及培养学生在学
习中的坚持性、独立性、合作性、反思性等。而
课堂，正是所有教研活动的基本阵地。

评价改革则更为复杂。对学生来说重
点是抓综合素质的评价，将评价与高考和
中考改革的招生录取相配套，学生升学不
仅看学习成绩，更要看德智体美各方面的
发展；对学校而言则是绿色指标评价，重点
是衡量学校的质量标准，并形成科学的办
学导向；教育质量环境评价主要针对教育
生态环境，包括教育系统自身，学校内部、
家庭教育等多个方面。所有这些评价的标
准，都需要教研部门来进行科学的制定。

! ! ! !“教研员决不能当教学权威者，而是要成为经
验传播者。”上海市教委教研室主任徐淀芳对教
研员的要求，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教研范式转型发
展的方向———整体性、合作性、多路径。
在对教研范式转型发展的思考中，徐淀芳的设想始

终围绕“整体”、“合作”与“扩展”：教研员的研究领域要从
单纯以学科课堂教学为主的教学研究，转变为学科“课
程—教学—评价”整体性的教学研究；研究方法要从基
于经验的教学研究，转变为证据与经验相结合的教学研
究；研究路径要从“自上而下”培训式，转变为“自上而
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参与式路径；研究起点要从
“理论验证式”教学研究转变为“问题导向式”与目标导
向相结合的教学研究；教研员角色要从个人权威式的教
学研究，转变为“合作共同体”式的教学研究。
在教研员的专业发展方面，上海要求教研员把

握工作方向的三个视角———“纵向”视角是学科、学
段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发展历史；“横向”视角是学
科、学段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国内外发展状况；“内
向”视角是学科、学段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区域现状。
基于证据，将是教研范式转型的主要特征。教

研员需要确立证据意识，通过案例、数据等一系列
的证据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检验教研的实效
性，从中提炼出有效的教研经验，提升教研效果。同
时，徐淀芳再一次强调了合作———项目联合攻关是
实现教研范式转型的基本策略，教研员要针对需要
研究的问题、提出目标或假设、组织团队设计实践
路径和研究方法、收集证据形成解释和结论。
在教研工作方面，今年将会有对各区的工作情

况调研，在形成教研工作建设情况报告的同时，总结
梳理当前教研工作经验、问题，并思考未来的机制。
另外，研究进一步加强教研工作举措，论证相关机制
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也是今年的工作内容之一。
如何擦亮教研这块法宝，上海一直在探索，永不停歇。

改革大幕 教研面临新要求

(赋能*教育综改 上海教研转型中寻发展

! ! ! !教研工作的涉及面有多广，从教育部
对教研功能的定位解读可窥一斑———教研
工作是教育内部教学质量的一种保障机
制；教研工作要立足一线教学，发现问题、
指导实践、解决问题，总结经验、分享经验，
发挥研究、指导、服务职能；教研工作要将
立德树人、教育方针和国家重大改革，落实
到教案、教学、作业、评价等方方面面。

在这一定位解读下，上海的教研工作
将继续“赋能”教育综改，在转型中寻发展。
以教研与行政的关系举例来说，上海市教
委从 %&'"年起，在全市小学全面推行零起
点教学和等第制评价，剑指幼升小阶段因
学业抢跑而给孩子带来的重负担。如何落
实课改理念，上海教研部门的工作量可谓

巨大———既要为基层学校解读课改理念，
又要为基层学校提供落实课改理念的方
法、路径，引导基层学校在教学评价等方面
制定出可测量的标准。

基础教育和高校之间也搭起了类似的
立交桥。%&()年起，为进一步推动高校对上
海市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智力支持作用，
上海分两批在高校中建立起基础学科人文
社科基地。高校参与中小学课程标准与方
案制定，以及参与教材编写，这其中都离不
开教研室的沟通。在实现基础教育和高等
教育衔接的同时，教研室逐渐减少了两者
在高考上因为缺乏沟通而产生的误解，实
现了两者在教育培养目标上的一致性。
“教研部门在整体协调机制、顶层设计、

落实平台的建设上，更多体现了‘赋能’二
字。”贾炜评价说，教研室赋予学校教师和学
生有更多的学习能力，这个“赋能”的过程就
是教研的价值，也是教研的发展方向。

范式转型
寻求教研再发展

上海老师数学教研活动现场展示

上海市教委教研室主任徐淀芳以!创新教研机制"为市教研

室发展保驾护航#为题在论坛上讲话上海市教委副主任贾炜在论坛上致辞

$第八届长三角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论坛%在上海市闵行区莘松中学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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