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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科研课题相关论文的撰写

教科研课题相关论文是指围绕

省市县规划立项课题的研究问题或

相关研究内容而撰写的教育教学论

文。其核心要求就是指撰写的论文要

与课题研究具有紧密的相关性。课题

研究离不开教师的实践与总结，总结

自己在课题研究中的收获与成功、失

败与教训，都将有利于课题的深入开

展。

运用论文的形式将自己进行课

题研究的成功经验或失败教训总结

出来，不但是课题研究的目的，而且

能不断提升自己的教科研素养；同时

撰写课题相关论文也是对课题研究

成果的一种阶段积累与总结。有水平

的课题相关论文，往往因为其写作是

真情实感的抒发，是成功做法的总

结，因而向报刊投稿，往往会被选中

发表。另外课题研究取得的成效，也

需要课题相关论文的支撑，尤其是课

题结题报告的撰写，往往得力于课题

相关论文。总之课题相关论文的撰写

意义重大。

一、课题相关论文写作提纲的构思

!" 要紧扣相关论文题目的中心

来选好论题。论题又叫论点，由中心

论题分为几个分论题，再由每个分论

题分为几个子分论题⋯⋯，由此组成

一个具有包含关系的逻辑层次结构。

中心论题往往存在于论文的题目中，

分论题则必须紧扣中心论题进行构

思，如笔者撰写的科研指导论文———

《教师应过好课题研究的“选题关”和

“计划关”》，先由中心论题构思出两

个分论题：一是过好“选题关”，二是

过好“计划关”。再由第一个分论题构

想出三个子分论题：（!）从教学中遇

到的难题或急需解决的问题中选题；

（#）从教师已取得的成功经验中选

题；（$）从带超前性的教育热点问题

来选题。而由第二个分论题构想出六

个子分论题：（!）要明确表述课题的

题目；（#）要阐述课题研究的背景；

（$）要确定好研究的具体内容；（%）要

详细指出研究中运用的方法；（&）要

设计好课题研究的步骤；（’）要写出

课题研究的有利条件。写作提纲编写

做到紧扣中心论题构思好分论题，又

紧扣两个分论题构思出一系列子分

论题，使得论文的结构严谨，论点与

分论点相统一。这篇论文于 #()# 年

$ 月发表于《中小学教师培训》杂志

上。

#"要根据每一个分论题（或子分

论题）选好论据。论据就是对论文论

题进行理论论证和事例论证的材料。

论证材料的选择要有典型性。材料的

典型性要求能“以一当十”，能反映现

象，说明问题。如上篇论文中关于“要

明确表述课题的题目”这一子分论题

的理论论证，强调“课题题目一般应

包含三部分：研究问题，研究对象，研

究方法”。事例论证则通过对《初一代

数自学辅导教学的实验研究》这一课

题题目所包含的研究问题、研究对

象、研究方法的分析，指出了该课题

题目包含了这三部分，说明此课题题

目表述明确。

$"要运用多向思维，确定写作提

纲。论文写作提纲的构思是论文撰写

成功与否的关键环节。构思时除了要

结合自己课题研究取得的成效、感悟

来思考，还要运用多向思维进行集中

和开放思考。如笔者撰写的论文———

《教师应过好课题研究的“材料积累

关”》，就是运用了多向思维进行构

思。首先由题目想到应引导教师积累

哪些方面的课题材料，很容易想到我

县教科室正在推行的“课题材料档案

袋”管理办法，这些课题档案袋通常

包含了哪些材料？还缺少哪些材料？

这些材料应如何积累？由此构思出本

论文关于“课题材料积累”的六方面

要求：一要认真写一份比较具体的课

题计划；二要收集和学习与课题相关

联的背景资料；三要经常撰写课题研

究过程中的体会和论文；四要收集和

叶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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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课题研究过程中的典型案例；五

要及时积累课题研究过程中取得的

成果；六要记录课题研究活动中的大

事记。后来笔者根据这一写作提纲写

成了一篇科研指导论文，于 !""# 年

! 月发表于《中小学教师培训》杂志

上。

二、课题相关论文具体内容的写作

$% 要围绕选定的论题及论据进

行写作，当写作提纲中的分论题（或

子分论题）的论据都已选定好，就可

以依据提纲中的论题、论据逐条进行

具体的撰写。如本人的课题相关论文

《教师应过好课题研究的“材料积累

关”》，分论题之三———要经常撰写课

题研究过程中的体会和论文，一方面

是写课题研究体会的论据，包括根据

课题研究活动中得到的启示写成教

学日记、教后感、教研感悟等，以充实

课题档案袋的内容；另一方面是写课

题相关论文的论据，笔者在强调注意

选题的新颖性、价值性和实践性外，

还通过自己在进行课题———《数学教

学中培养学生探究能力的实践研究》

的研究中，撰写一篇案例式论文———

《通过例题的多解教学，培养学生探

究能力》获得发表的事例，来论证撰

写课题相关论文的意义。总之，围绕

着选定的论题及论据进行写作，能使

写作有感而发，思路清晰。

!%要注意论题、论据和论述的逻

辑性。一篇好的论文，必须论题明确，

论据确凿，论述严密，形成三者间的

逻辑统一。因此，只有论题，没有材

料，固然会使人觉得空洞无物，缺乏

说服力；但不加取舍，大量堆砌材料，

同样也会使一篇论文不得要领，缺乏

深 度 ；而 有 了 论 题 、论 据 ，却 缺 乏 合

理、严谨的论述，仍然会使人感到杂

乱无序，理不出头绪。因此，在写作过

程中，研究者应该对搜集到的大量材

料进行提炼、取舍，精选出最有价值

的论据来支撑论点。同时，在论证过

程中要层层论述，以便论题、论据、论

述三者间形成严密的逻辑关系。例如

笔者 !""# 年 & 月发表于《中小学教

师培训》的论文———《教师应过好课

题研究的“总结汇报关”》，写作时就

很注意这三者之间的逻辑性。

#% 要注意典型分析和一般分析

的有机结合。在撰写课题相关论文

中，很多教师比较重视典型分析，即

通过对典型事例的解剖和分析来论

证某个观点。近年来，在教育科研中，

随着计量研究的兴起，人们又转而重

视对总体、一般的分析。其实，二者各

有长处，典型分析较为生动、丰富，但

往往缺乏普遍意义。而一般分析正好

与之相反。因此，在论文撰写中，应该

注意二者的结合使用，才能更具有说

服力。例如，在一篇《运用数学自学辅

导教学法提高差生成绩的实验尝试》

论文中，研究者列举了一系列的统计

数字对实验对象的总体情况进行了

分析，论证了实验的有效成果。如果

能再补充一些典型事例，如某个原来

十分突出的差生在学习习惯、学习情

绪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就可以使论文

更丰富、充实，更有深度，从而也可以

更为有力地表明实验研究所取得的

成效。

’% 要注意数据和文字表述的有

机统一。为了科学、准确地表述研究

成果，在一篇论文中必须提供数据，

尤其是观察报告、调查报告、实验报

告以及测量报告等以直接研究获取

第一手资料为主撰写的论文，更要十

分重视数据。但是，有的初学论文写

作者，便因此认为只要有数据，就可

以证明研究的成功，从而在论文中大

量罗列数据。其实，这种观点是片面

的。在一篇论文中，数据只是供作分

析的素材，重要的部分还是文字表

述。缺乏数据固然会削弱说服力，只

有数据则会混同于统计报表。因此，

在论文写作中，应该有选择地提供具

有代表性的数据，同时，也应该重视

对数据的逐层分析，展开充分论述，

才能使论文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理

论深度。

三、课题相关论文的修改推敲

课题相关论文写完后，不仅要对

文章的立论、结构进行认真推敲，而

且对每个句子、字词，甚至标点都要

细加斟酌。在论文修改时，最容易出

现的情况就是作者对自己的文章难

以割爱，明知是多余的，却总不想删

去。鲁迅先生曾说：“写完后至少看两

遍 ，竭 力 将 可 有 可 无 的 字 、句 、段 删

去，毫不可惜。”因此，从一定意义上

可以说，文章的修改就是删削。通过

删芜去繁，使论点更为突出，论证更

为有力，文字更为精炼。

课题相关论文的修改推敲，还应

从以下四方面着手考虑：一是对中心

论题与分论题的修改推敲；二是对分

论题与子分论题的统一性进行修改

推敲；三是对论题遣词造句的对应性

进行修改推敲；四是对语言表达的流

畅性和准确性进行修改推敲。俗话

说，好文章是磨出来的，一篇高质量

的学术论文正是在不断的推敲修改

基础上形成的。

关于撰写课题相关论文的要求

和注意点除了上述这些方面，有时还

应注意在论文的前面写上内容提要

和关键词；在论文的末尾列出参考文

献。总之，课题相关论文撰写的技巧，

虽有别于一般教育教学论文，但毕竟

有许多地方是相同的。

应该注意，课题相关论文的写法

应根据课题研究内容的需要来写。只

要能通过富有逻辑的论证，阐明学术

观点及创新见解，怎么合适就怎么

写，我们不能把写论文看做一成不变

的公式，只要遵循课题相关论文撰写

的要求及章法，就一定能写出有水平

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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