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9月13日，苹果公司发布了它的第六款手

机iPhone5。与上一代产品iPhone4S相比，

iPhone5更轻薄，厚度薄了18%，重量轻了

20%。它采用速度更快的A6处理器，性能是A5处理器的

两倍，屏幕尺寸扩大到4英寸，应用软件的图标也比前一

代增加了一行。于是，这款新手机很快引来热卖。同时，

三星公司也推出一代又一代手机新产品，并参与到激烈

的市场争夺战中。

其实，仔细观察，这些层出不穷的新产品固然有少

许涉及系统的改变，但大多是满足人们使用需求和心理

需求的“微创新”、小改进。据说三星公司就是根据多数

使用者的手形，改变了手机的宽度和机键的位置，使人

们用起来更方便、更舒适。所以，“微创新”也是生产力，

也可以创造巨大的财富。

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是如此。现在，许多老的问题依

然存在，新问题又不断涌现，教育管理和教育教学活动

都面临严峻的挑战，改革确实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期。

教育体制的改革、教育政策的制定需要政府的统筹和顶

层设计，教育理论创新和教育科学研究也需要专家的引

领，但所有这些都不能取代学校和教师对每天遇到的具

体问题的回答。寻找解决这些具体问题的途径，同样是

实实在在的教育创新。当然，它可能不够宏观，也可能一

时不成体系，所以，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为“微创新”。

“微创新”看起来小，但它不仅可以丰富教育科学

的宝库，而且可能引发我们对教育大问题的突破性思

考。所以，小中有大，小中见大。对它的意义，我们不可

低估。

学校管理者和广大教师每天所面对的问题，都是

“微创新”的切入点。所以，推进学校内部的“微创新”

不仅是改进学校管理、提高教育质量的动力与途径，也

是推动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之路。校长和教师都应当有

自己的“微创新”课题，都应该通过“微创新”科研，提

高自身的专业水平。

“微创新”应当从问题出发。我们要全面分析自己

从事的管理和教学工作，找到难点、热点问题，从而有针

对性地确定研究课题，将科学研究与工作实践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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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

“微创新”应当有研究方案。我们要对研究课题进

行认真调研，理清关键点，找准切入点，确定创新点，制

定包括实验方法、实验进程的方案，使研究有序进行。

“微创新”应当是学习的过程。我们要注意搜集与

课题相关的资料，边学习，边研究，以学习指导研究，以

研究加深理解。

“微创新”最重要的特点是高度重视实践。“微创

新”大多属于应用研究和行动研究。我们要在自己工作

的领域内大胆实验，在实践中验证设想、完善方案、发现

规律；要特别重视积累实验中的数据与资料。

对“微创新”应当进行成果评估，这种评估要以实

效为检验成果的重要标准。对有成效的“微创新”成果

要予以鼓励和奖励，对有较大价值的成果应当创造条

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并采取适宜的方式推广。

现在，许多地区和学校都提出“科研兴校”，这无

疑有助于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和学校的社会声誉，但不

少学校只热衷于参与国家或省市级重点课题的研究，或

热衷于自创一个理论体系。这并无不可，但事实是，由于

常常力不从心，实际参与课题研究的人很少，且难以取

得实际的进展，所以最后不得不请一批校外专家来帮助

总结提炼、撰写论文，交差结题。结果，虽然进行了“科

研”，但并没有真正“兴校”。其实说到底，我们的教育创

新是为了促进学校面貌的真实变化和教育质量的真实提

高，正如学习型组织的倡导者彼得·圣吉所言，创新就是

让今天比昨天更好。从这个角度来看，“微创新”既有助

于调动学校内部所有成员的积极性，又有助于实际问题

的解决，我想，这是多数学校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科研。

如果我们国家的教育改革能将上上下下的积极性都调动

起来，将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结合起来，那么，我们的改

革必将产生更大的成效。

时不我待，在教育改革的大潮中，每所学校、每位教

师都应当勇立潮头，从“微创新”起步，成为改革者、创新

者。这不仅是对学校改革与发展的贡献，更是对中国教

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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