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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本关于中小学教师科研写作的方法论专著，打破了教科书式的写作技法论述框架，将教师的研究、
写作与专业发展融为一体，构建了一个理解和提升科研写作能力的新图式。

《从实践到文本(中小学教师科研写作方法导论)》由张肇丰所著，从教师实践研究的视角出发，回应
、探讨众多教师关心的问题和疑惑。
丰富的实例，汇聚优秀教师的实践智慧，结合不同文体描述教师写作的成长过程和成功范例。

从跨学科研究的宽广视角观察，融汇国内外写作研究的前沿成果。
在梳理各家观点学说的基础上凸显理论创新，引领教师“从实践到文本”，从教书匠”成为研究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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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肇丰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普教所研究员，《上海教育科研》杂志常务副主编，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理论刊
物分会副理事长。
长期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曾主持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中小学社会学科综合课程研究”、“
研究性学习的理论与实践”等课题研究；参与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项目，为“研究性学习”课程开
发的理论设计者之一。
近年来关注教育研究方法、学校教育科研等研究领域，在教师的案例研究、创意设计、写作语言等方
面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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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中小学教师的科研写作之路
第一节 教师为什么要写作
一、不同心态产生不同结果
二、写作不是研究的副产品
第二节 什么是教师的实践研究
一、研究方法的归属与把握
二、实践创新的内涵及争议
第三节 寻找自己的最近发展区
一、两种“实践研究”的路径
二、不同路径利弊得失之分析
三、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
第二章从教师写作需求看理论应用
第一节 教师的研究可以没有理论吗？

一、“有理论”与“没理论”
二、“为少数人”与“为多数人”
三、“我要理论”与“要我理论”
第二节 哲学基础：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一、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学说
二、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现实意义
第三节 心理学基础：建构主义
一、知识只能创造而不能发现
二、什么是“好”的教学模式
三、理念比操作更重要
第四节 理论前沿：后现代主义
一、后现代主义的教育学意义
二、现象学，解释学的理论应用
第三章从语言心理角度探索写作奥秘
第一节 语言学视角：古今写作观念的流变
一、立意说：古人作文的核心理念
二、文体论：近现代文章作法体系
三、过程取向：当代写作研究的重心
第二节 心理学视角：写作能力的结构与形成
一、中国学者看写作能力结构
二、西方学者看写作心理过程
第三节 教学论视角：文章的写法、教法与学法
一、元分析：怎样评估写作效果
二、教什么：怎样提高写作能力
三、怎么教：四种教学法的比较
第四节 比较研究视角：中西写作之异同
一、中西语言文字之比较
二、中西写作观念之比较
三、中西写作教学之比较
四、中西论文写作之比较
第四章论文与案例：把握两大文体的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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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教育论文：怎样以理服人
一、什么是教育论文
二、教育论文的三种类型
第二节 叙事和案例：怎样身临其境
一、大同小异：叙事与案例之辨析
二、两种案例：叙事与非叙事之比较
三、走出困境：如何体现“沉默的大多数”
第五章义理：论文的选题与立意
第一节 论文选题的角度
一、受到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
二、用以引导实践的理论观念
三、来自教改实践的成功经验
四、文献资料的整理归纳
第二节 论文选题三原则
一、求新原则：避免人云亦云
二、求小原则：避免大而无当
三、求实原则：避免故弄玄虚
第三节 论文立意的要点
一、明确：立意的基础和起点
二、集中：思想的梳理和提炼
三、境界：精神的提升和追求
第六章考据：材料的收集与处理
第一节 材料的基本类型及其作用
一、理论材料与事实材料
二、直接材料与间接材料
三、书面材料与口头材料
第二节 材料收集的途径和方法
一、通过观察的方法收集材料
二、通过访谈的方法收集材料
三、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材料
四、通过资料查阅收集材料
第三节 材料收集后的整理加工
一、比较归类：材料与主题的对接
二、抽象概括：提炼材料蕴涵的意义
三、经验之谈：材料整理加工的要点
第七章辞章：论文的结构与语言
第一节 论文的篇章结构
一、凤头：论文开头的体例和功能
二、猪肚：论文本体的内容与组织
三、豹尾：论文结尾的功能与表达
第二节 教师的语言特点
一、行业用语：社会分工导致语言变异
二、教师语言：基于工作语境的论述方式
三、修辞语法：教师论述语言的独特风格
四、风格转化：简单与复杂之间的斟酌
第八章研究报告：规范的特点和要点
第一节 实证性研究报告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从实践到文本>>

一、有关实证研究内涵的不同理解
二、实证研究报告的基本体例
三、实证研究报告的常见问题
第二节 综合性研究报告
一、综合性研究报告的性质特征
二、综合性研究报告的撰写要点
第九章案例研究：情境的描述与诠释
第一节 案例研究的兴起及缘由
第二节 案例研究的特点与功能
一、案例研究的基本特点
二、案例研究的主要功能
第三节 案例研究的类型区分
一、一节课的案例研究
二、一次活动的案例研究
三、一件事的案例研究
四、一个人的案例研究
第四节 案例撰写的体例要求
一、案例的结构要素
二、案例的写作要点
第五节 案例研究是一个过程
一、基础：自觉的实践反思
二、实施：开放的行动研究
三、取向：教师的经验分享
第十章非常规写作：从边缘到中心
第一节 教育笔记：自由体的写作文本
一、教育笔记的特点与功能
二、做笔记的关键在于反思
三、破解反思难题的“秘诀”
第二节 网络写作：超越时空的交流平台
一、网络写作的优势及不足
二、网络交流的参与及组织
第三节 创意设计：另一种实践研究的表达方式
一、创意设计的内涵与特征
二、创意设计的文体与结构
三、创意设计的设计要领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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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教师实践研究的一个主要途径和方式是进行实践反思。
单有&ldquo;实践&rdquo;而没有反思，就不可能构成&ldquo;研究&rdquo;；而&ldquo;写作&rdquo;则是
让人进入反思的一种必要形式和载体。
也就是说，离开了书面文字的记录、整理和表达，反省式思维将受到很大的制约，甚至不能有效地进
行。
　　实践反思的作用，就是要从纷繁复杂的教育现象和教育行为中，澄清问题，理解意义，提炼价值
，阐明思路；而这些澄清、理解、提炼、阐明的途径和形式，主要是通过文本写作进行的，包括方案
设计、材料分析、结果表达等各种形式。
其中对研究结果的表达，思考更为持久、系统、深入，因而反思的成效最为明显。
教师作为一个研究者，很难同时充当实践者和反思者的角色，就如难以在上课的同时进行反思。
写作拉开了研究者与经验世界的距离，才使生活体验的主体得以成为思考和研究的对象。
　　人们在评价一个教师或一所学校的教改成果时常说：做的比说的好，说的比写的好。
这句话实际上隐藏着一个有关写作与研究关系的重要认识。
&ldquo;做一说一写&rdquo;的过程，反映了研究者的认识过程和研究深度。
为什么&ldquo;做&rdquo;和&ldquo;说&rdquo;不能代替&ldquo;写&rdquo;因为&ldquo;做&rdquo;
和&ldquo;说&rdquo;带有较多的即时的随意的感性的成分，它不能使研究者从当下、具体、零散的事
实中&ldquo;抽离&rdquo;出来，进行反复、持续的&ldquo;深思熟虑&rdquo;，因而不能很好地达
到&ldquo;澄清&rdquo;和&ldquo;认识&rdquo;的目的。
这也就是许多学校除了上课、听课、说课、评课等常规活动之外，还倡导教师写教学叙事、教学反思
的缘故。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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