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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的问题 

提高薄弱学校的教学质量，缩小校际之间教学质量差距，这是中国基础教育均衡发展亟待解决

的任务。 

影响薄弱学校教学质量的因素复杂，干预困难。如何提高薄弱学校的教学质量？这是世界各国

各级政府面临的难题。 

北京市政府自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以来，先后实施了五轮基础薄弱学校

建设工程。2006年，北京市实施第 5轮薄弱学校改进工程，强调发挥大学的科研优势，成立“加强

初中建设专家指导组”，提升学校管理水平和教师的教学设计、研究能力、学生管理和教育能力，帮

助学校建设学习和研究制度，促进学校可持续发展。那么，大学和中学的合作能不能促进学校的改

进提高？什么样的合作研究才能促进学校改进提高？这是开展大学和中学合作改进研究必须回答的

问题。 

国内外有关大学和中学的合作改进研究，围绕合作的内涵、合作的过程与条件方面进行了大量

的探索，提出了诸多学校改进方案。如美国韩立文教授在 1980 年代创立的“跃进学校”的模式，

香港中文大学进行的“ 香港跃进学校计划”等等。结果发现，大学和中学的合作改进有利于学校教

师的专业发展。但是，研究结果也发现，由于大学追求学术的文化和中学追求实效的文化的冲突，

大学和中学的合作也存在耗费多，收效低的问题。大学和中学合作改进如何帮助学校找到学校发展

的焦点问题，寻找到适合学校自身特点的可行方案并落实学校改进方案？这是大学和中学合作改进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课程教学研究院胡定荣副教授作为北京市初中建设工程专家，北京市石景山

中学作为北京市初中建设工程支持学校，开展了合作改进研究。该研究基于学校校情诊断，选择从课堂

教学质量提升入手，通过教学诊断分析，提出新的教学模式，通过课例研究，落实教学改进方案。 

该研究经过前后四年的持续探索，学习了大量学校改进和薄弱学校教学改进的典型经验，如布

卢姆的掌握学习模式，巴班斯基的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以及国内洋思中学、杜郎口中学、东庐中

学、上海闸北八中等中学的教学改进模式等，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综合创新。 

本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可以分成三部分：基础薄弱校学生学习过程的特点和影响学习效果的主因素

分析；提高初中基础薄弱校教学效能的模式构建及其干预效果；教学模式运用与教学实践的条件。 

第一部分内容具体包括： 

1．影响基础薄弱校学生学习成绩的因素水平状况如何？主因素及其影响途径是什么？ 

2．基础薄弱校学习困难生学习困难的表现和主要原因是什么？ 

3．基础薄弱校教师教学困难的主要表现和主要原因是什么？ 

第二部分研究内容包括：促进基础薄弱校教学效能提高的有效教学模式是什么？ 

具体包括：教学模式的要素、结构；教学模式的操作策略；教学模式对各科教学的效果。 

第三部分研究内容包括：教学模式运用的条件是什么？ 

具体包括：课例研究运用于教学实践的条件。 

二、研究过程、活动方式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过程 

课题组在初中三个年级，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等学科同时进行研究。由于牵涉的学

科多，影响因素复杂，操作难度大，为了顺利完成预定的研究任务，课题组按照“总体设计、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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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实施、专题突破、各科落实”的原则组织这项研究，并通过“专家引领的以课为例的合作研究”

来具体实施这项研究。 

课题组自 2008年月立项以来，课题组成立由高校教师、研究生、学校领导和教师组成的教育科

研课题小组，严格按照课题研究的程序，通过开题、中期检查、结题阶段，分学期落实课题任务。 

（二）课题活动方式 

课题组主要通过以下 5 种方式开展课题活动。 

1．课题组专题研究大会 

课题组成立以来一共召开了 8次大会。 

2．课题领导小组每月一次的例会制度 

3．每周一次的专家到校指导 

4．每学期一次的课例研究活动 

5．教科室日常教科研管理 

（三）研究方法 

本课题研究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调查研究、个案研究和课例行动研究

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1．调查研究 

在对石景山中学语、数、英、物理、化学三个年级 24位任课教师的期中期末教学质量分析报告

的内容分析基础上，运用自编或改编的学习习惯、学习策略、学习意志、学习动机、学习效能、元

认知、学习归因、父母教养方式量表，其中，学习习惯量表信度 0.68，学习策略量表信度 0.84，学

习动机量表信度 0.74，学习效能量表信度 0.76，元认知量表信度 0.91，学习意志量表信度 0.90。

父母参与量表的信度 0.72，父亲教养方式量表的信度 0.80，母亲教养方式量表的信度 0.79，对北

京市石景山中学初一、初二年级的全体学生（共 252 人，实际回收 250 人）进行调查，通过相关分

析、多元回归分析、路径分析，揭示影响基础薄弱校学生学业成绩的因素水平、主因素和影响途径，

提出干预措施。 

2．个案研究 

通过对 3 名学习困难学生的课堂观察、作业内容分析和访谈，了解基础薄弱校学习困难学生的

课堂表现与成因，提出干预措施。 

通过对教师集体教学设计方案的内容分析和访谈，了解教师教学困难的表现和成因，提出提高

教师教学效能的干预措施。 

3．课例行动研究 

在高校教师的指导下，组成由高校教师、学校领导、中学教师和研究生参加的课例研究小组，

15位课题组教师运用课例行动研究，经过“选课-集体设计课-集体实施与观察课-集体反思改进课-

集体重新设计课-集体重新实施与观察课-集体重新反思课-撰写课例研究报告”八个研究课环节，构

建“两分析-三备-四步-两循环”教学模式并验证其教学效果。 

“两分析-三备-四步-两循环”教学模式的基本思想是，教师要分析在教材分析和学生分析的基

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教学目标，把教学目标分解成活动步骤，根据教学目标设计反馈题，课堂教学

过程根据出示目标-学法指导-自主活动-当堂反馈的程序展开，教学活动结束后要根据教学目标达成

度进行反思，提出改进措施，第二次循环执教。本课题假设，运用“两分析-三备-四步-两循环”教

学模式，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参与、学习成绩和学习效能，提高教师的教学设计、教学

研究能力和教学效能。 

三、取得的成果及社会效益 

（一）实践效果 

1．在没有增加学生课业负担的情况下，促进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课堂参与、学习效能和学业成

绩的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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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自编的学习兴趣量表、课堂参与问卷、学习效能量表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实验班学生的

得分都在中等程度以上，相比实验前有了显著的变化。从学业成绩来看，在区统考中，学习成绩由

15所初中校中的垫底位置跃居到第 7-8左右，个别学科达到第 4-5的位置，总体上呈稳步上升态势。 

实验教师们在总结报告中写道，“运用新的教学模式后，学生上课趴着睡觉和走神的现象少了。

学生们从课堂上学生木然的表情到神采奕奕、眼泛灵光；从课堂上艰难的无奈的听课方式到主动探

索交流、争相到讲台当小老师；从不爱学科到喜欢学科。从学习上的自卑变得自信。” 

2．促进了教师的教学观念的转变，教学效能、教学设计和教学研究能力的提高。 

实验前，教师们对学生学习效果不佳的原因多从学生和家长进行归因。运用新的教学模式后，教师

们反映，“自己的观念和行为在不觉间正悄然变化：爱查找资料读理论书籍了；爱琢磨学生了；而且常

常思考：怎样才能上好有实效、高质量、每个学生都有收获的课呢？如何解决教学中遇到的难题呢？”

“运用新的教学模式，少了些抱怨、多了些思考；少了些猜测、多了些研究；少了些等待、多了些行动。” 

实验前，教师们在教学设计中存在以下问题：（1）对教学大纲理解不透，没有吃透大纲的要求；

（2）没有从学生的实际需要出发，只是按照教学的进度完成教学任务，忽视了学生存在的实际问题；

（3）目标意识不是很强。尽管每节课都有目标设计，但是没有告诉明确目标的制定的原则与策略；

（4）教师只负责教授学生知识而忽略了学习方法的传授；（5）活动设计枯燥。在教学活动设计中，

设计不细致，引不起学生的参与兴趣；（6）反馈不及时。实验后，教师们反映，由于真正做了到“两

分析三备四步两循环”，教师们逐渐改变了过去的那种粗放的备课方式，将授课计划安排得更细致，

课堂教学中各环节联系更紧密，内容安排更切合学生的实际，方法指点更加到位。教师们的教学站

位有了提高，掌控教材、分析教材的能力有了提高，调控课堂的能力也得以提高，并增强了教育教

研的意识；教师的教学理念和学生观都发生了变化：课堂上由以教师的“教”为主转变为以学生的

“学”为主，能更多地站在学生的角度考虑教学，数学课堂教学的实效性得到大幅度提高，使教师摆

脱了过去靠“死缠烂打”提高成绩的局面。 

实验前，教师们反映，学生课堂学习效果差，60%的学生学不会，并且，随着年级的升高，不及

格的学生越来越多，教师们因此认为学生就不可能学好数学、英语，自己无能为力。实验后，随着

学生数学学习“开窍”的越来越多，学生成绩逐步提升，教师们也不再愁眉苦脸，而是乐此不疲。

实验教师写道，“高效能的教学会引发学生高效的学习，高效的学习又能带来更高效能的教学。周而

复始，螺旋上升，岂不美哉！” 

课题组教师多人次获得北京市教学设计大赛二等奖和北京教育科研成果二等奖。 

3．为学校培养了一批教科研骨干队伍 

在参与课题研究前，石景山中学的教科研处于起步阶段，学校刚成立了教科室。参与课题研究

后，石景山中学的教科研活动逐渐在区教科研活动中处于领先地位。教科室主任黄晓青获得全国教

科研成果一等奖，成为区教科研骨干。实验教师曹兰获 2009－2010学年度北京市基础教育优秀课程

改革论文一等奖，另有 4位实验教师的论文获三等奖。 

4．学校明确了发展思路，整体形象得到改进 

开展课题前，石景山中学由于生源质量变化，导致学校收入下降，教师队伍的流动和士气下降。

学校面临要不要办，如何办下去的问题。开展课题后，学校明确了以教学为核心的整体改进思路，

学校教学科研的顺利开展，带动和促进了德育科研课题的开展，进而改善了学校整体的文化形象。

学校被教委作为教育均衡化政策下发生显著变化的学校，推外宣传。学校获得了区教委颁发的教学

质量管理金奖。 

5．促进大学本科生、研究生的形成正确教科研态度，切实提高了教科研能力 

两年来，共有 8 位本科生、8 位硕士研究生和 1 位博士生参与了课题研究。通过参与参与科研

研究，促进了研究生科研态度的转变和科研能力的提高。 

4 位本科生、4 位研究生的毕业论文选题围绕石景山中学的课题开展研究，两篇本科生论文得到公

开发表，1篇本科生论文被评为北京师范大学优秀毕业论文。2篇研究生的论文获教育学部优秀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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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参与学校教学改进研究，研究生们从学习、处事和思想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体会到课

题研究带来的快乐和幸福。 

（二）理论成果 

课题组发表相关论文 8 篇。其中，实验教师撰写课题材料 20万字左右，发表论文 3篇，论文获

得市级奖励 4次。 

课题组公开发表研究成果： 

1．胡定荣、徐昌、李先平、黄晓青．影响基础薄弱校学生成绩的主因素调查．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0（10） 

2．胡定荣、黄晓青、徐昌．“课例研究”如何取得实效？中国教育学刊，2010（10） 

3．胡定荣．“两分析-三备-四步-两循环”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课程教材教法，2011（5） 

4．胡定荣．教材分析：要素、关系与组织原理．课程·教材·教法，2013（2）：17-22． 

5．胡定荣．教师教学反思为何不见效．教育科学研究，2013（1）：74-77-80. 

6．王旭．数学公式既要讲法，又要讲理．中国教师，2010（6） 

7．袁令瑞．在初中建设工程中成长．中国教师，2008（22） 

8．黄晓青．脚踏实地做科研，同舟共济谋发展．北京教育，2009（4） 

《薄弱学校的教学改进研究》一书已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 

（三）课题创新 

1．发现了影响薄弱校学生学业成绩的主因素 

国内外对学业成绩影响因素的认识侧重在普通学校学生学业成绩的单因素相关分析，形成了学

习时间论、学习能力论、学习策略论、文化资本论等理论解释。本研究发现了影响薄弱学校学生学

业成绩的主因素，提出了知识基础、学习策略与学习效能综合决定的观点。这一发现为薄弱学校的

教学干预和教学理论提升提供了充分的事实依据。 

2．构建了提高薄弱教学效能的新教学模式 

相比国内外薄弱学校教学改进模式而言，本课题构建的教学模式费时少、见效快、效果多、要

素完整、内容综合、操作性强，便于同类学校借鉴创新。 

3．发现了通过课例研究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条件 

相比其他教师专业发展模式而言，本课题改进了课例研究的具体环节和要素，把课例研究和录

像分析、教师与大学专家的合作设计分析结合起来，创新了教师专业发展的途径和条件。研究成果

能够快速有效地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薄弱学校的教学改进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