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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 内容与方法 

（一）研究内容 
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西城区教育科研管理发展历程的梳理、分析，建立和

完善符合西城区教育发展和教师发展的科研管理机制，促进不同发展阶段的教师

研究水平与能力的提升，激发不同类型的教师进行教育科学研究的内在动力和可

持续性。研究内容包括： 
1. 区域科研管理机制构成要素和相互关系以及运行规则研究 
2. 区域科研管理分类机制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 
3. 区域科研管理激励机制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行动研究的范式，边研究边改进，辅以文献研究、调查研究、

案例分析等具体研究方法。 
1.国内其他地区文献研究 
对中国知网 2000 年以来发表的有关区域科研管理主题的文献进行检索，结

果显示，针对中小学的区域科研管理文献共 29 篇。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科

研管理工作进行了研究和总结，涉及内容包括区域科研管理的功能、管理人员

素质要求、绩效评价、资源共享等多个方面。这些研究结合本区域的特点，选

择区域科研管理中的不同要素进行论述，其中，就区域科研管理的整体思考明

确提出系统管理模型的只有三个：    
1) 南京市建立的金字塔形的区域科研管理模型。 

这个“金字塔式教科研工作模型”是按照分别管理、分类指导、分层推进”

的机制运行的。首先，它是一个事物发展的序列。五个层次是基层学校教育科研

发展从低级到高级的五个台阶，其次，它是一个客观标准。它可以对基层学校教

育科研水平和能力进行定位。1 

                                                        
1 刘永和. 实现区域教育科研管理的有效突破[J]. 人民教育,2007,18: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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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广州市越秀区以绩效管理为特征的区域科研管理体系。 

针对越秀区基础教育科研管理中存在的科研课题的开题、实施、指导、结

题、验收等过程管理不落实，研究目的不明确、想到哪做到哪、临时突击、为研

究而研究，科研过程不真实、过程监控不到位，课题研究不能真正地为教学服务，

不能切实解决教育教学中的问题等问题，将绩效管理理论融入区域科研管理工作

中，提出了以绩效管理为特征的区域科研管理体系。2  

 
3) 苏州市相城区的“三三制”教科研管理工作模式。 
“三三制”是指区教科研工作采取以“区级、片级和校级”为纵线的三级分层

管理；教科研、教研和教育学会“三位一体”的横向运作；课题研究、调研指导、

宣传交流三项工作结合。3  
以上三个管理模型的共同特点都是从提高课题研究质量的角度进行的区域

性的工作设计，具有一定的系统性，但主要是从推进课题研究的角度进行的设计，

缺乏对研究过程中教师发展和管理人员发展因素的关照。  
 

2.对西城区区域科研管理工作发展文献研究 
本研究搜集了自 1990 年至 2010 年各年西城区教科所相关档案，包括：区域

科研规划、每五年的科研工作总结；各学期计划、总结；重要会议资料；制定及

下发学校的文件；培训资料；领导讲话等 400 余篇原始资料；对此进行了细致的

梳理，总结归纳了每个五年计划中西城区科研工作的重点及特色。 

行政推动的“八五”。从“八五”科研工作规划、课题立项、课题牵挂管理

到论文评奖，每一个重要环节都得到各级领导的具体指导。在区教育局的要求下，

1991 年西城区各中小学都由校长委派了一位科研联系人，负责学校的课题管理

工作。 
完善制度的“九五”。区教育局及区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明确提出，西城

区各校成立科研室（组），并明确了学校教育科研工作管理机构由校长、科研室

主任、科研骨干组成，学校要制定教育科学研究与管理条例，成立校级课题立项、

鉴定评审小组，规范学校科研工作。 

推进宣传的“十五”。围绕“推出一批有价值、有影响的教育科研课题，抓

                                                        
2 周慧. 区域基础教育科研绩效管理的内涵、体系与操作[J]. 教育导刊,2013,11:50-53. 
3 张炳元. 整合出效益 改革待深化——区域教育科研“三三制”管理模式初探[J]. 教育,2007,03: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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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研究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形成一支关心科研、支持科研，具有科学决策意识

的领导队伍和一支有影响的专家型科研骨干队伍，确立一批科研示范校”等目标

重点开展一系列的工作。 推出了一批高质量、高水平科研成果。 

关注过程的“十一五”。在课题管理工作上遵循“立足人本，强调过程，促

进发展”的原则，重点探索了课题的自我管理机制。一方面编制了《课题管理手

册》，督促课题负责人记录研究过程。另一方面，深化课题各个环节的指导。加

强了分类指导和面对面指导，尤其是把专家指导引入研究过程，特别是课题研究

的关键环节。 
 
西城区自“八五”到“十一五”的 20 年间课题管理工作内容和方式的变化，

体现了从规定性管理到服务性管理，从要求和任务检查的硬性规定到关注个体差

异的过程性服务的区域科研管理理念的变化。 

已有研究成果对本研究的启示： 

根据教育发展形势的要求，当前，在区域科研管理中不应只是关注课题的推

进，更应该深入思考教师进行课题研究的本质。我们认为区域科研管理工作的根

本目的是激发教师研究的意愿，引导教师主动以研究的状态进行工作。这就需要

建立科学的管理工作机制，将管理理念、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等关键要素有机结

合形成系统，整体提升教师的研究意识、研究能力，更好的发挥研究促进教师专

业发展的作用。 

本研究建立的区域科研管理机制需要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区域科研管理机制如何突出以人为本、以关注教师专业发展为核心； 

区域科研管理机制如何体现支持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发展需求的教师的研

究能力的有效提高； 

区域科研管理机制如何保证教师的研究既有自主性和灵活性，又有规范性和

学术性。 

 
3.调查研究 
对校长、骨干教师从区域科研管理内容、方式及需求方面进行问卷调查及访

谈，了解不同类型群体对区域科研管理的要求。  
 
4.案例研究 
选择北京四中、北师大实验中学、中古友谊小学等学校的科研管理工作进行

案例分析，了解学校层面科研管理的经验与问题，验证各项区域科研管理制度落

实情况。 
 
（三）研究过程 
1． 第一阶段（2012.3-2013.12）：收集资料，分析问题，制定计划 
通过文献研究，对教师专业发展理论、成人学习理论、科研管理理论进行学

习，明晰相关概念。 
收集、整理西城区教育科研管理档案，梳理西城区教育科研管理工作的发展

历程、特色经验。收集、整理学校典型科研管理案例并进行分类分析。找到区域

科研管理存在的问题。 
对校长、骨干教师从区域科研管理内容、方式及需求方面进行问卷调查及访

谈，了解不同类型群体对区域科研管理的要求。  
2． 第二阶段（2014.1-2015.8）：建立模型，行动落实，完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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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立模型。在调查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西城区教育科研区域管理机制

“五星”模型框架，以教师研究为核心的五个要素，发展取向、分类服

务、需求驱动、制度激励、流程保障。 
2) 细化“五星”模型中五个要素的构成系统。 
3) 完善制度。依据模型对区域科研管理工作的要求，重新修订、完善相关

的制度、要求。修订了西城区科研室主任职责、考核办法、科研带头人

评选办法，设立了每年一次的教师论坛、科研管理学术年会制度。进一

步完善了科研成果评审、展示交流制度等。 
3． 第三阶段（2015.9-2016.9）：调查评估，完成报告。 
调查评估：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十二五”区域科研管理工作成效及学校评价，

并对结果进行分析。完成报告。 

 
二、研究成果 

（一）建立了基于教师专业发展的区域科研管理机制“五星”模型 
西城区区域科研管理机制“五星”模型的基本结构如图一所示。 

 

 

图一  西城区区域科研管理机制“五星”模型图 

 

围绕教师研究这个核心任务，有五个要素，分别是：发展取向、分类服务、

需求驱动、制度激励、流程保障。每个要素有各自独立的子系统，五要素之间又

相互联系，其关系是：“发展取向”是根本目的和方向，“需求驱动”和“分类服

务”是工作原则，“制度激励”和“流程保障”是基本工作方法。 
1. “发展取向”子系统  

该系统是整体运行机制的思想基础，起到引领机制各个要素的作用。所有参

与管理工作的人员都需要深入理解和把握。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即：管理目标、

管理理念、工作原则。区域科研管理目标是激发教师研究的自主性，提升教师的

研究能力。管理理念是立足需求，关注过程，促进发展。工作原则是基于发展需

求的原则，基于合作共享的原则和基于表扬鼓励的原则。（如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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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西城区区域科研管理“发展取向”子系统结构图 

 

2. “需求驱动”子系统 

关注需求是区域科研管理各项工作设计和有效实施的前提，通过需求调研，

在了解教师需求的前提下进行工作设计，以满足不同类型教师的研究需求，提

高科研管理工作的针对性。区域科研管理工作都需在此系统的支持下进行。（如

图三） 

 

图三：西城区区域科研管理“需求驱动”子系统结构图 

 
3. “分类服务”子系统 

对教师的研究工作进行分类指导是区域科研管理工作的基本原则，教师发展

阶段不同对研究指导的需求不同。按照课题研究的不同阶段对教师进行不同标准

的分类，是有效提高教师研究能力的途径。（如图四） 
  

研究阶段 申报立项 实施研究 总结推广 
分类 
标准 

以研究者身份 1.以研究经验 
2.以研究方向 

以研究质量 

类别 1. 青年教师类 
2. 骨干教师类 
3. 领导干部类 

1. 以研究经验分： 
 曾主持研究 
 新主持研究 

2. 以研究方向分： 
 课程建设 

1. 提高类 
2. 示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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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发展 
 课堂教学 
 …… 

 
图四：西城区区域科研管理“分类服务”子系统结构图 

 
3. “制度激励”子系统 

制度是共同 遵守 的办事 规程 或行动 准则 。制度对实现工作程序的规范

化，管理方法的科学化，起着重大作用。通过制度激励教师选择研究、投入研

究、以研究提高工作质量。除了常规的管理制度外，为激励教师参与研究的制

度包括学术培训、评价奖励和宣传展示三类。（如图五） 

 

图五：西城区区域科研管理“制度激励”子系统结构图 
 

4. “流程保障”子系统 
这是区域科研管理的基本路径，确保教师掌握基本研究方法，完成研究工作。

依据课题的研究进程（立项申报阶段、过程实施阶段、结题鉴定与推广阶段）以

及各个阶段的能力培养目标进行学术支持。 
每个阶段的学术支持包括三个主要环节：了解需求、分级指导、评估反馈。

了解需求环节保证学术支持的针对性，分级指导（区级、校级、课题组）环节保

证学术支持的实效性，评估反馈环节保证研究的高质量，评估合格进入下阶段指

导。（如图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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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西城区区域科研管理“流程保障”子系统结构图 

 

三、研究效果 
2015 年，课题组从三个方面对课题研究效果进行的调查，一是对“十二五”

期间独立承担课题的课题负责人、课题组成员及学校科研管理干部的问卷调查，

调查范围覆盖管理区域的 70%；结果显示如下： 

(一) 教师研究意识与研究能力有所提高  

经过“十二五”的研究过程，对自己研究能力提高评价情况如下： 

 思维方式  65.69 % 

 理论认识  61.76 % 

 研究方法  60.78 % 

 写作能力  49.02 % 

 工作方式  45.1 % 

 其他  0.98 % 

从教师提交的论文、案例获奖情况看，参与单位达到 100%，参与教师的数

量逐年提高，仅从 2014 年的论文评审情况看，突出的特点是：教师更加重视对

自己实际工作实践的研究和分析，更重视对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这

也是西城区多年倡导的主题。80%的论文内容是围绕课堂教学进行的，其中 20%
左右的教师关注了课堂组织改进、教学活动改进、学生学习兴趣培养；12%左右

的教师特别关注了学情调研。我们认为，教师不断积累的案例和经验，经过写作

过程的梳理，能够不断激发教师持续研究的热情。 
2014、2015 年《西城教育》两年共发表教师文章 182 篇，70%以上的作者

是各级各类课题的负责人及核心组成员，他们将自己的研究心得、研究成果整理

发表，不仅表达能力提高，文章中所呈现的对研究问题认识的深度、研究过程中

方法的正确使用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师研究积极性、研究意识、研究能力的

提高。 

 

(二) 对“十二五”各类培训的满意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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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以上的被调查者表示对“十二五”期间组织的区域性科研培训是满意的。

80%以上的被调查者表示对所在学校“十二五”期间组织的科研培训是满意的。

90%以上的被调查者表示对西城区“十二五”期间实施的优秀论文（案例）评选

制度、科研月展示制度、优秀研究成果评选制度等研究鼓励措施满意和支持。 

 

(三) 激起对“十三五”继续研究的愿望 

被调查者表示对自己在“十三五”期间的研究意愿是  

 有独立申报课题的想法  56.86 % 

 要参与课题研究   34.31 % 

 没有想好  8.82 % 

以上统计结果显示，经过“十二五”区域科研管理工作的不断完善和改进，

帮助教师通过课题研究在思维方式、理论认识和研究方法上有了较大的提高，各

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不仅得到教师的认可，而且教师继续研究的积极性得到了保

护，被调查人数的 90%希望自己在未来的工作中继续进行课题研究。 

 

（四）西城区科研管理的效能提升 

经过初步统计，西城区的优秀研究成果数量和质量不断提高。近年来获奖比

例列北京市第一的奖项统计结果是：2013 年 44 项优秀成果分获北京市政府、北

京市教委颁发的基础教育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2014 年 6 项研究成果获得

国务院颁发的国家基础教育优秀成果一、二等奖；2014 年，14 项研究成果获得

中国教育学会首届基础教育优秀研究成果网络博览会一、二、三等奖。 

 

四、改进与完善 
本研究建立的管理框架还比较粗糙，重点管理要素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所

调整，作为一个运行机制，各个部分之间的关键流程联系体现不是很充分，需要

继续完善；如何在模型图示中清晰体现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目标还需进一步思

考。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高教师的研究能力是区域科研管理工作的目标，在未来

的区域管理中应逐步做到管理的精细化，即在教师不同发展阶段应着重培养哪些

关键研究能力等问题上进一步的研究，建立相应的机制，以保证教师通过有效的

研究行为提升教育专业能力。 

 

五、成果细目  
1. 2015.12 月，本研究成果获得西城区教委颁发的西城区“十二五”优秀研究

成果一等奖。 

2. 2014.7，《西城区中小学教育科研培训丛书》首届全国基础教育科研成果网

络博览会三等奖 

3. 2014.1 由林春腾、侯冬玲主编，光明日报出版社，《如何做好学校的科研管

理工作——学校科研管理案例评析》 

4. 2014.5，周甜、林春腾执笔，论文《教师教育科研研修课程建设》发表在《中

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成果公报



小学教师培训》 

5. 2012.11，林春腾、彭波执笔，论文《区域科研管理的实践分析与思考》发

表在《北京教育学院学报》 

6. 侯冬玲，论文《西城区科研室主任工作现状及培训需求调查报告》获得北京

市区县教育科研人员学术年会一等奖 

7. 周甜，论文《面向学校教师的教育科研培训课程建设》获得北京市区县教育

科研人员学术年会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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