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基础教育的“常州教科研现象”
２０１４年，建国以来首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比中，常州地区获得一等奖１

项、二等奖５项的佳绩，获奖项目分别是《尝试教学法的实验研究与推广应用》、《中小学
生成性教学区域推进研究》、《中小学课型范式与实施策略》、《初中数学课程与教学研
究》、《德育课程中公民意识培养的实践研究》和《“生命关怀”教育理念下课堂转型研
究》。常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选送的５个项目全部获奖，是全国范围内本次评比中获奖
最多的单位之一，被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有关领导誉为基础教育领域的“常州教科研现
象”。

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是反映我国基础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探索的重大成果，
它必须遵循学生身心发展和教育教学规律，解决基础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创造
性地提出科学的思路、方法和措施，经过实践检验，对于实现培养目标、提高教学水平和
教育质量效果显著，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在教育教学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邱学华和杨裕前的教育教学成果，都
是经过３０多年持之以恒的努力。１９８２年１１月，邱学华在《福建教育》上发表第一篇论
文《尝试教学法的实践和理论》，如今，尝试教学法的应用已经从小学数学发展到小学各
科，再从小学发展到中学，实验地区遍及全国３１个省、市、区以及港澳台，构建了完整的
尝试教学理论体系；杨裕前从１９８３年开始进行“平面几何入门教学”、“思维与数学教
学”等研究，探索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途径和方法。在引导教师如何展开知识发生过
程，渗透数学思想方法，培养学生思维能力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主持、组织编写《义
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７ － ９年级数学》，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数学课程
入门难的问题。

如果说持之以恒是老一代常州教育工作者传承下来的精神财富，那么开拓创新是
新时期常州教科研精神的标志。朱志平领衔的《中小学生成性教学区域推进研究》，以
课题研究为载体，以课堂转型为抓手，以评价改革为突破口，以教研方式创新为保障，系
统研究了教学预设与生成的关系、生成性教学的基本结构，强调教学应该由“预定性教
学观”转向“生成性教学观”，提出了教学预设的基本要求与开发和利用生成性教学资源
的原则、基础与策略，特别是在国内首创了“教学预设与生成是教学的基本问题”这一命
题，使区域课堂教学逐渐烙上“生成”的印记，其教学反思逐渐融入“动态”的元素，“常
州的课堂”得到省内外同行的高度认可。原常州市教科所所长、现常州三中副校长顾润
生领衔的《德育课程中公民意识培养的实践研究》，以培养好公民为己任，引领全市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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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德育教师大胆创新课程实施方式，锐意改革进取，形成了可资借鉴的丰硕成果。
教育研究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团队合作、共同发展才是教育研究的基础和目标。

《中小学课型范式与实施策略》的研究，力求在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架起桥梁。从２００９
至２０１２年，开设了课型研究课２３３２节，作为课堂观察的典型范例；精选并拍摄课型研究
精品课１０００余节；全市中小学开展“同课异构”４００节。参加编写的名特教师达２００余
人，并邀请南京师范大学及江苏省教科院２０多位教授、研究员对各种课型及架构提出
修改建议，经过５年的努力，正式出版国内第一部关于中小学《课型范式与实施策略》研
究丛书，共２０种，提出１９０余种不同的课型实施方式，计４００余万字。常州市局前街小
学在“生命关怀”的教育理念指导下，把促进师生的真实生命成长作为课堂教学的出发
点和归宿点，形成了“生命关怀”理念下新型课堂的特质提炼：真实开放性、灵动结构性、
综合生长性；形成了课堂教学的实践新型态：开放、灵动、多向、主动，实现了从知识的教
学到育人的教学，从点状的教学到整体的教学，从抽象的学生到具体的学生，从机械的
执行到动态的调整，从线性的问答到双向的互动，从结果的评价到过程的评价的多层次
转换。

首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比中出现的“常州教科研现象”不是偶然的，“求
是务实，与时俱进”的教科研哲学与“持之以恒、开拓创新、团队合作”的常州教科研精
神，才是常州基础教育和研究工作取得成绩和发展的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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