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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园本教研：是引发“集思点”还是过于“形式化”

近年来，受“校本教研”的影响，“园本教研”

迅速崛起，并以它草根化的研究方式受到老师的青睐。

也成为教师们心中的“蓬莱”，然而仰望天边“蓬莱”，

但随着教师专业化进程的加速，已被浮云遮盖。园本

教研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尴尬，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

问题。

镜头一：华而不实的专家引领。

我们园年轻教师多，为了提高教师们的教育教学技

能，我邀请了南京的一名专家来园作专题讲座，会场上，

大家济济一堂，专家也是兴致盎然。专家的讲解也越来

越宽泛。然而，刚才还翘首以待的老师们：有左顾右盼

的，有掩面托腮休息的、有做私事的……会场处于沉闷

的气氛中，在会后我与教师的交流中反映，专家说的内

容面广并不深入，局限于理论，感觉对自己的教育教学

并无实质性地引导。分享方式单一、传统让人感觉疲倦，

于是效果是可想而知。

镜头二：有形无实的同伴互助。

吴老师要上公开课了！活动是中班教研活动《好玩

的轮胎》，按照以往的惯例，吴老师进行了试教，邀请

了一些老师观摩。活动后，进行了研讨。刘老师说：

“我觉得吴老师的选材很好，利用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材

料——轮胎来开展活动，幼儿很感兴趣，但是教学目标

还不到位，要在操作层面上细化。”姜老师说：我觉得

整个活动都在她的掌控中，幼儿缺少自主活动。赵老师

说：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只是教师很特意地往自己的预

设好的目标上去引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吴老师记

下了满满一张纸。研讨结束后，吴老师仔细阅读着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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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议，反而有点糊涂了：建议涉及到活动的方方面面，

似乎这节课每个环节都存在着问题，自己该何去何从？

园本教研的最基本的三部曲：自我反思、同伴互助、

专家引领，在此频频就亮起了红灯，于是我不得不停下

脚步反省我园的园本教研，到底是什么让我园在园本教

研的路上裹足不前呢？我惶恐而迷惑，老师们无疑成了

那种冲锋陷阵的“先遣部队”，怎样的教研才能激起教

师的热情、满足他们的需要，而且有利于教师的长远发

展呢？

二、自我反思：是形成“共鸣点”还是只求“多样化”

一边是我的彷徨、迷茫与观望，一边是做教师的焦

急、等待与无奈，一阵热火朝天之后，静下心来细细反

思回味，才发现最重要的实践操作层面是“苍白无力”“四

面楚歌”。纵观目前的我们民办园的园本教研，寻找适

合民办教育的园本研内容方法途径更为重要。回顾过去，

我们不难发现以下的问题：

1、骨干霸权下的集体失语

作为教研活动必不可少的专家，骨干起着引领研究

方向、掌控研究过程、提升研究经验的作用。但是目前

这种作用被无限制的夸大了。常见的园本教研中，集体

研讨常常是组织者和几个骨干教师的“双簧戏”，对普

通教师来说很难有真正的体会与心得，因而也难以对自

己的教学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教师们互相的交流与学习

时的共同愿望、系统思考等都需要进一步明确。我们更

多地看到的是：专家在上面讲，老师在下面听；骨干率

先发言，享受有“话语霸权”，各抒已见，滔滔不绝，

普通老师教师成为“忠实听众”，埋头记录，成为“沉

默”、“失语”一族。这样形成了一种“权威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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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多数在这种话语霸权下，普通老师没有机会也没有

信心表达自己的观点。

2、园本教研内容和组织形式化

在当前的从园本教研活动中，普遍存在着“形式主

义”的现象，园本教研看似开展的井井有条、轰轰烈烈，

其实透过现象看其本质，往往是“活动目的不明确，活

动主题不具体”，从而出现了活动过后收效甚微，甚至

一无所获的状况，具体表现为：在园本教研过程中，教

师并未亲身参与到内容的选择、主题的确定以及形式的

设计等活动当中去，因此教师也难以开展相应的行动研

究。园本教研的形式只仅限于专家讲座、对专业报刊杂

志上的文章进行学习等等，而案例辩析、现场研讨等研

讨方式较少见。园本教研的目的更多是传达、讲解一些

先进的教育理论或者教育方法进行等。因此，形式化园

本教研活动是无法让教师专业发展的需要，最终也就不

利于其专业成长。

遥看现实的天空，走在园本教研的路上，打开研讨

的教研之窗，这样的教研会为教师带来一股清新自然的

春风吗？我不禁问道：何处有此蓬莱？

三、基于现实：挖掘“问题点”引发“思考”，走向“行

动化”

我园是一所民办幼儿园，由于我园办园时间短，缺

乏园本教研的文化氛围，教师队伍普遍年轻化，教师流

动大，缺乏园本教研的内在动力，缺乏教育教学经验，

教师的专业化技能不是太好，教师间互动的资源匮乏。

在今后研究的路上，这一路留给我们很多的思考：

1、如何让教师对园本教研消除既爱又怕的心理

我园教师爱的是通过园本教研，确实有效促进自身

的专业成长；怕的是园本教研经常要挤占教师工作以外

的时间，这让既要忙工作，又要顾家庭的教师有负担。

怎样合理利用时间开展园本教研，既不影响日常教学，

又不占用教师工作外时间，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2、如何提高对教师的实践指导，不让教师迷失自我，

无所适从

园本教研的最终目的是改进教育实践，教研中倡导

“开放、平等”的理念，研究中没有权威，大家能够畅

所欲言是教研中的实实在在追求的魅力。然而从另一方

面看，正因为没有权威，所以也常常没有结论，很多思

维的火花只是昙花一现，老师们还要从这些昙花一现中

梳理出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这对我们农村园的教师

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很可能有些精华已被疏漏，更

谈不上有效指导实践了 ， 这成为我们园本教研发展的而

一个瓶颈。

3、如何让教师在研讨中围绕中心问题进行有效

研讨

既要教师围绕中心问题有效研讨，又要注意保护教

师的自尊心、自信心，这对教研主持人来说是个较难把

握的度，园本教研，不是让每一个教师都出色，而是让

教学走向成效，让我们的孩子在有效教学中真正受益，

这就是园本教研的真正魅力和生命力的所在！

鉴于以上情况，我们以指南精神为导向，从实现幼

儿园内涵发展考虑，我们把教师专业发展列入中心工作

中，通过园本教研提高我园教师的素质，是教师自身专

业成长的必然选择。在这种背景下，我园结合本园的研

究课题为主，以一线教师为研究主体，以教师在教育教

学实践中所遇到的“真实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一种

全新的理念和方式，呈现和展开我园的园本教研，在开

展的园本教研实践中，努力寻求有民办幼儿园自身特色

的园本教研之路。

四、且行且思：量体裁衣寻找园本教研的方略

同一个教学活动、同一种教学方法，不同的人、或

者同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看法或意见，所谓“仁者见

仁，智者见智”，当老师们在某个问题上产生了一些分

歧时，我们就通过教研六招六式，让教师在育人的同时，

主动来看育己，让心灵产生触动，认知产生冲突，个体

经验与群体产生智慧，从内心深处参与、思考、成长。

1、你议我论——解实践之惑

观念的更新需要扎实地扎根与实践，教师在教育教

学及一日保教生活中会出现许多的问题和困惑，他们急

需解决的良策。因此我园在分析教师需求与幼儿园发展

需求的基础上，我为此为教师们设计了“你议我论”大

本营，根据问题教师们可以群策群力解决教师实践之惑。

如：“幼儿园阅读环境创设研究”、“班级环境与课程

的相互融合”等。如这学期教师在班级特色环境创设中，

遇到了问题，不知道如何在班级环境创设中打造自己的

亮点。针对教师们的困惑，我们开展了“阅读特色环境

创设”的“你议我论”大本营。第一轮活动：你议我论——

特色区域创设之我见，通过讨论交流，明确特色区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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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方向、定位，促进教师对教育资源的的定位、材料

功能的理解、氛围营造、内容兴趣等方面的进一步理解。

第二轮活动：请骨干教师带头进行示范创设，教师观摩

后再进行讨论：骨干教师的创设理念是什么？经验是什

么？第三轮活动 ： 经验分享：我的创设理念和创设亮点，

通过同伴间的经验分享，寻找差距，学会思考，逐步形

成教师个人环境创设的智慧。

2、显自己妙招——展自己长处

在课题研究的过程中，当老师们看法、想法各有不

同，不能达到共识时，我们常常通过现场辩论的模式让

双方观点产生相互激烈的碰撞，使各方形成积极的互动。

如 ： 在观摩“有趣的瓶艺坊”的区域游戏后，对“幼儿

自主性游戏的指导”这一问题，课题组教师形成了两个

不同的观点。一方认为，指导幼儿的自主性游戏，要给

予幼儿充分的自主空间，教师要隐身在游戏的后面，首

先要做一个观察者 ； 另一方则认为，幼儿的自主性游戏

离不开教师的有效指导和适时的介入。针对上述情况，

我们采用了辩论的模式来开展这个园本教研活动。辩论

会前，双方成员先根据自己的论点收集各种理论资料、

游戏活动中生动的例子，辩论会上，先由各方的组长将

本组成员的观点加以阐述，表明本方的立场。再由本组

成员对组长的阐述进行补充和说明，反方则根据其观点

作出有理有据的反对意见。经过一轮的激烈辩论，最后

由主持人做协调性的总结发言，双方达到了共识，既两

种论点都有其可取和不可取的地方，要根据实际情况来

分析。总之，有针对性、有促进性的问题使教师不断反

思、并向更新和更高的水平迈进。

3、案例辨析——促感悟深化

在园本教研中，教师最主要的是有行为跟进的全程

的反思。我们在课题研究中，我们有多位教师共同组织

同一内容的活动，每次活动中都进行认真的观察、分析、

比较并改进意见。

下面是我园的一个连续跟踪式教研案例，大班的生

活活动《摘豆角》

第一次教研活动：教师们通过观摩发现了两大问题：

（1）教师交代任务不具体，造成幼儿操作任务意识不

强，大多幼儿只顾在种植园地上玩耍；（2）幼儿操作

经验不足，以致摘得豆角都是坏掉了。针对这些存在的

问题，在园本教研中大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些老师

提出：课前教师是否考虑到幼儿的生活体验对幼儿操作

的影响？怎样使幼儿的探索行为变成一种良好的行为习

惯？当周围的环境出现不安全因素的时候，老师应如何

介入？最后，大家形成了共同点：（1）丰富幼儿的生

活经验；（2）强化幼儿的任务意识。

第二次教研活动：大家在一次观摩老师调整后的活

动，发现老师在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做了相应的调整，

较好地解决了上次活动存在的问题，能利用家长资源，

丰富幼儿的生活经验，幼儿安全意识有所提高，在班上

开展分组的活动时，强化了幼儿的任务意识等。但同时

也发现了新的问题：（1）谈话环节占的时间较长，气

氛沉闷；（2）幼儿的具体操作不够熟练。针对问题，

教师们再次提出以下的思考问题：老师们在指导幼儿操

作时，应充当什么角色？如何提高幼儿摘豆角的技巧？

相应地老师也提出了一些建议性的尝试活动。

第三次教研活动，大家又一次观摩了老师调整后的

活动，发现幼儿具体操作技能有所提高，摘豆角还要考

虑到营养和色彩，幼儿也懂得了分工和合作。

通过三次教研活动，教师无论在教育理论水平、教

育实践方面都得到了提高。这样的教研活动，促进教师

随时调整预定的教学目标和活动设计，随时调节教学手

段并且加以完善。不仅幼儿得到了发展，教师也得到了

很大的收获。

立足民办幼儿园发展背景下幼儿园的实际，诊断教

师队伍专业发展的现状，我们通过行动开展了一系列的

园本教研实践。从问题到行动，教师作为积极的行动研

究者从中获得专业成长，幼儿园也实现了内涵发展的目

的。园本教研还在继续，今后还会有更多的问题、困惑

值得我们去思考、去探索、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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