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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学校发展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认识深 

入人心，切实提高教学质量成为共识。作为其中 

的核心内容，提升教学研究的水平、改进教学研 

究的策略和方法在学校发展和教师成长中的价值 

和作用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但在论说教学 

研究时却存在着为强调教学研究的重要性而将其 

与技术研发活动等而论之的现象，诸如经常听到 

的 “要实现教科研成果的转化”就是一例：重视 

教学研究以及希望扩大教学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 

的意图无疑是美好的，但将教学研究与技术研发 

做比较必然忽视教学研究的特殊性：教学研究是 

具有显著社会历史性且与具体的情境须臾不可分 

的活动，它不能像技术活动那样重复进行，其研 

究的过程与成果形态能也不能等同于一般性的技 

术活动过程与成果。

但凡研究，均始于问题。通常，依据问题的 

S点 、目标、允许的操作（运 算 ）的不同，可以 

将其分为常规性问题和非常规性问题。常规性问 

题是指在起点、目标、允许的操作（运 算 ）三方 

面具有客观性、标准性的问题，这类问题的边界 

比较清晰，基本特征是知识体系较为规范，方法 

和策略形式.化色彩明显，过程和结果有较高重复 

性 ，问题的解决通常有自身规范和方法路径，条 

件是自足的，过程与结果可以预设并做精确的检 

验。而非常规性问题在起点、目标、允许的操作 

三方面是开放多元的，具有明显的时间性和变化 

性 ，由此决定了解决该类问题的方法和策略以及 

所获得的结果具有多种可能性，问题的解决要求 

当事者能够机智灵活地把握时机，采取科学合理 

的方式去直面问题，其中特别需要通过即时的人 

际关系的协凋与沟通才能实现问题的合理解决。

,社会问题与技术问题在性质及其解决策略方面存 

在的不同要求我们能够准确把握它们两者的差 

异 ，采取合乎问题性质的策略和方法去面对和解 

决它，这也是认识和解决教学问题的基本思路。 

教学是教和学双方为了实现可能生活和各自的人 

生理想而共同构建的具有鲜明社会历史性的活 

动 ，进入到教学活动中者必然都会有自己特有的 

文化背景和经验并不可避免地对教学活动产生影

响，这就决定了教学活动中必然是问题叠生、错 

综复杂，蕴涵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其价值和功能 

具有丰富的可能性。

教学的社会历史性决定了解决教学问题的策 
略和方法具有显著的非常规性，面对如此的复杂 

状态，如果试图要解决其中所出现的问题或对J1； 

做出合理的说明，就必须以改善教和学的互动交 

往关系为旨趣，置其于丰富、复杂、变化的社会 

情境中，充分考虑到各种文化背景和个人经验在 

教学中相互层叠、彼此相互影响的交互联系，在 

协调和平衡各种关系的过程中推进教学活动。换 

言 之 ，教学就是不断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过 

程 ，教学问题的解决需要充分地运用实践智慧， 

一切以问题解决为基准，依据问题情境、问题性 

质 、产生原因以及自身的条件和可能等灵活地选 

择研究方法，既不能拘泥于某种既定的技术路线 

或套路，也不能简单地照搬或模仿常规科学的研 

究方法，否则就会淡化教学理论的探究本性。据 

此 ，所谓的教学研究其实就是推进真实的教学、 

探究和开拓教学空间的活动过程。它以培养人为 

目的，有自身的文化和历史基础，在 目的、形 

态 、途径和方法上与技术研发有本质区别。生活 

是所有意义的源头，教学的意义展现于教学生活 

过程中，教学研究的过程与结果和所解决问题的 

情境不可分离。教学活动的复杂性需要教师根据 

对 象 、环境变化及实际情况选择教学内容和方 

法 、及时调整教学进程与时间安排、创造性地设 
计学生的学习活动，根据即时的教学进程对已做 

出的教学设计不断进行调适，这是开展教学研究 

的源头活水，它为教师成为自己课堂的决策者和 

教学活动的设计者与开发者提供了可能与条件， 

也为学生实现自我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如果离开 

生活去讨论教学研究问题，既无以获得教学的意 

义 ，对教学问题的解决也会削足适履。因此，真 

正科学合理的教学研究是实践地改造着教学并同 

时改变着自身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教师把 

自己作为研究工具并深度介入其间，在真实的教 

学情境中获得教学的意义并实现问题的解决。

导致不同的教学问题的教学情境殊异，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