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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科研管理“核心+内驱”模式实践探索
林雪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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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小学科研是实现教师专业化的重要途径。实施“核心 + 内驱”管理模式有助于提升中小学科研管理的效益，

要牢牢抓住校长这个核心，充分激发广大教师参与科研的内驱力，并在科研过程中给予扎实有效的帮扶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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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教师专业化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教育科研作为提升中小学教师专业水平的重要途径，也

日益成为中小学管理的重要内容。但是，在中小学科研管理

实践中，目标不明确、指导方法匮乏、教师参与度不高、科

研成果对教育教学实践的指导作用不明显等问题普遍存在，

由此也造成了中小学教育科研整体迷失的窘境。笔者在参与

学校科研管理的过程中，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成因

分析，并针对性地实施了“核心 + 内驱”管理模式，基本理

顺了全校科研的管理思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核心+内驱”管理模式的内涵

中小学科研管理“核心 + 内驱”模式是对学校整体科研

管理策略的一种归纳。它是综合了学校人、物及制度等所有

促进科研发展的正面因素的一种管理促进机制。

在这一学校科研管理模式中，关键要素有两个：一是“核

心”，二是“内驱”。

所谓核心，是指中小学校长应该也必须成为学校科研的

核心。这里所讲的“核心”，不仅仅是指校长本身是某些学校

课题研究的担纲人物，更重要的是校长必须是全校科研的引

领者。校长关于教育科研的理念、方法及投身科研的精神都

是其成为核心的要素。

所谓内驱，是指学校教师出于某种动因，能够积极主动地

投身到教育科研中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自发地开展科研

活动，从而形成两个层面的效果：一是使其科研活动本身取得

成效，二是能够形成合力，促进整个学校科研的高水平发展 [1]。

二、发挥校长的核心作用是中小学科研管理的关键

陶行知说：“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这不仅仅是说校

长决定了学校的发展方向与水平，而且强调了校长的管理理

念、管理方法会对学校工作的方方面面都产生深刻的影响。

学校科研管理也在其中。校长对学校科研的看法、态度，校

长是否亲身参与科研，校长的科研水平以及在校长影响下的

关于学校科研的制度等，都会对中小学科研的管理效果及发

展水平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一般来说，一位校长，要在学

校科研管理中发挥核心作用，促进学校科研高水平发展，可

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理念为先，确立科研立校意识

理念是工作的先导。校长作为学校管理的第一责任人，

对学校科研的发展负有全部责任。要促进学校科研的发展，

校长应充分认识科研对于学校发展的重要性，强化科研立校

意识，并把学校科研管理充分落到实处，在学校营造出人人

参与科研的良好氛围。

（二）以身垂范，做教育科研践行者

校长不仅是理念的引领者，更是示范者。一位好校长，

不仅在思想意识上要充分重视科研，还要在行动上拿出措施，

予以支持；不仅要发动教师投身科研，更要以身垂范，身体

力行，做学校科研的领头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位投

身科研的校长就是全校教师的标杆，是学校科研最好的示范。

（三）勤于学习，努力提升科研能力

学校科研不是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而这种行动是基于

能力的。校长作为学校科研的核心，需要的不仅是科研的热情，

更需要科研的能力。所以，校长要不断加强学习，提高教育

教学理论水平，提升科研能力，最终以科研的成果、科研的

质量来获得学校教师的认可，从而真正发挥引领作用。

（四）建章立制，以制度促科研发展

制度是学校科研的保障。制度是写在纸上的要求与承诺。

学校层面建立本校的科研管理制度，不仅可以明确对本校教

师参与科研的要求，也可以明确学校对于教师取得科研成果

的奖励措施，从而使教师科研有更加明确的导向，也保证了

教师参与科研的积极性。

三、激发教师科研内驱力，促中小学科研“针筒”式

发展

在学生管理中有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比喻：学生就像一

个针筒，教师想要增加针筒内的水量（知识量），使用外力往

针筒里灌水是行不通的，只有想办法让针筒吸水（拉动针筒

后部的拉杆增强针筒的内吸力）才能迅速地灌满水 [2]。可见，

学习的主动性，对于学习效果有决定性的作用。学校科研管

理也是同理，只有充分激发教师参与科研的主动性，增强内

驱力，才能让科研真正成为教师的需求，也只有这样，才能

真正促进学校科研的整体良性发展。

在中小学科研管理中，以校长为核心的学校管理层应采

取全方位的有效措施，全面激发教师参加科研的热情，使教

师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育科研中来。这就需要管理者加强引

导，使科研能够真正为教师的教育、教学及专业成长服务，

能够真正解决教师的实际需求。一般来说，学校可以从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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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面引导教师投身教育科研。

（一）着眼生存需求，以科研解决职称评聘、职务晋升

及评优评先等现实问题

生存的需求永远是第一位的。对于广大普通教师来说，

职称评聘、职务晋升及评优评先等就是教师提升生存质量的

直接指标 [3]。尽管这些评比考核给教师带来了较大的压力，

但是某位教师一旦获得较高的职称、职务或者被评为先进，

他在本校乃至一定范围内都将拥有一定的地位与声望。许多

教师渴望在这些实际需求上得到满足，但又苦于在科研领域

无法达到参加评比的条件。科研恰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学

校可以抓住教师的这种最现实也是最迫切的需求，加强引导，

加强帮扶，从而最大限度地发动教师投身到科研中来。一旦

科研与教师自身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教师总能爆发出无比

的热情。在现实中，很多教师之所以参与科研，其动机也在

于解决实际需求问题。这一点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应加以引

导与强化。

（二）着眼工作需求，以科研解决教师在教育教学中遇

到的实际困难

教师在日常教育教学中总是会遇到一些习见的又无法解

决的困难。这些困难甚至也无从请教，老教师也没有有效的

解决办法。例如对语文教师来说，古诗如何教学效果更好，

如何评价；阅读教学怎样实现高效，如何检测，等等。这些

困难在教师的日常工作中是普遍存在的。作为有责任心的教

师，他们总是非常迫切地想要解决这些困难，但是找不到现

成的可供借鉴的办法，如此，便只能借助于科研，以自身的

深入研究去探求寻找解决困难的有效方法。学校科研管理者

应该重视这种非常可贵的教师自发的科研欲望，并加以引导，

为他们提供帮扶力量，努力形成学校层面的研究团队，共同

探寻；努力整合，想方设法使这种基于教师教育教学现实的

科研成为一个系列。这种科研一旦获得突破，即可成为学校

的一种特长，极其有利于学校向高层次发展。

（三）着眼成果应用，以科研促进教师教学效益提升

在当前的中小学教育科研的现实中，有一种现象非常突

出，那就是科研轰轰烈烈，应用几近于无。很多教师在完成

了课题报告或者论文之后，科研即宣告结束，科研与他们后

续的教育教学几乎不发生任何关联。或者说，他们的科研经

历对他们的教育教学几乎不发生影响。这也是造成中小学科

研被人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中小学科研管理者应切

实加强科研成果的应用，使科研成果成为学校提升课堂教学

水平，提升教育质量的重要支撑，赋予科研以现实意义。如此，

科研才能得到教师的欢迎和支持，才能真正得到发展。

中小学科研要实现有效转化并应用于工作实际，要特别

注意两点：一是科研项目来源于工作实际，切忌高大上；二

是要注重科研成果的实用化，科研成果至少应该能够解决实

际工作中的某种问题，最好能够形成能在实践中操作的整套

的方法方案，使科研成果更具实践意义。

四、加强过程指导，促进科研水平提升

一是加强科研过程追踪。每个学期学校要对全校科研项

目做有序的规划和梳理，列出需要结题、正在研究的两类课题。

对需要结题的提供范本，做好总结。把正在研究的项目作为

重点追踪对象。学校要督促各课题组定期开展课题实施情况

交流探讨，要经常了解科研项目运行情况，同时为他们提供

参考意见。

二是加强指导，促成科研顺利结果。科研如十月怀胎，

终会呱呱坠地。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专家的指导帮助非常重要。

在管理实践中，主要是要发挥本校的科研骨干资源，由科研

中先行成长起来的一部分教师组成“教师研究者同盟”，发挥

校内优质科研资源的示范引领作用，进行一对一捆绑贴心帮

扶指导。

结  语

总之，中小学科研管理就是要牢牢抓住校长这个核心，

充分激发广大教师参与科研的内驱力，并在科研过程中给予

扎实有效的帮扶指导。这样，中小学科研必能迎来蓬勃发展

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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