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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福建省高中思想政治教师发表的教科研论文为样本，从年度发文数量、发

文期刊、发文主题、作者群的分布等方面分析论文的质量。分析结果表明，相关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问

题。相关教育部门及一线教师要加强对课程标准的进一步研究，提升对高中思想政治课程和教材的整体研

修能力，加强教科研的成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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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是分析教育现象、探索教育规律、提

出教育理论、解决教育问题的 科 学 研 究 活 动。［１］中

小学教师只有对日常教育教学进行持续的分析、探

索和反思，才能加深对教育理念的理解，并提高自

身在教学中的实践创新能力，最终真正落实课程要

求。从某种意义上讲，教育科研能力是促进中小学

教师专业能力提升的重要渠道，其中，中小学教师

公开发表的教科研论文既是他们展现教育科研能力

的重要方式，也是促进相关教育工作者就这些教科

研议题展开讨论、汲取经验并得以成长的平台和工

具。［２］有研究者对中小学教师的教科研论 文 做 过 诸

多分析，但对高中思想政治教师群体的教科研论文

进行定向分析的研究还明显不够。因此，笔者选取

福建省部分 高 中 思 想 政 治 教 师 的 教 科 研 论 文 为 样

本，通过文献调查和内容分析法，对发文年度、发

文作者、文章的主题等进行分析，从侧面反映福建

省高中思想政治教师的教科研现状。

一、文献来源

笔者以 “中国知网”为数据源进行检索，检索

主题分别为 “思想政治课” “政治复习” “文综试

题”“高中政治”，作者单位统一为 “福建”，发表

时间为 “２０１３－０１－０１”到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分

批次进行检索。最后经过人工分析文献内容，剔除

重复文献、作者为非高中思想政治教师、内容为非

高中思想政治 的 文 献 等，共 得 到 符 合 条 件 的 文 献

６６２篇。

将文献的发表时间界定为 “２０１３－０１－０１”到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是福建省

的新课改和高考命题的变迁。福建 省 于２００６年 开

始新课改，２００９年 开 始 高 考 自 主 命 题，２０１６年 高

考回归到使用全国卷，这个时间段囊括了福建省高

中思想政治教师对新课改、新高考的适应变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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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个时间段可以保证相对比较充足的文献数量和

文献传播时间。

二、结果与分析

（一）年度发文数量趋势分析

本次检 索 结 果 显 示，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福 建 省

高中思想政治教师在各类杂志共发表６６２篇教科研

论文，其中２０１３年 有１１１篇，２０１４年 有１４８篇，

２０１５年 有１５１篇，２０１６年 有１２９篇，２０１７年 有

１３３篇。发 文 数 量 趋 势 呈 现 一 定 的 曲 折：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年福建省 高 中 思 想 政 治 教 师 教 科 研 论 文 发 文

数量持续 增 长，２０１５年 达 到 最 高，这 说 明 经 过 近

１０年的新课 改 以 及６年 的 高 考 自 主 命 题，一 线 教

师已经熟练把握了新课改和新高考，并有了相对多

的积累、总 结 和 反 思；２０１６年 的 教 科 研 论 文 数 量

较２０１５年下降近１５％，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受２０１６
年高考试卷回归到全国卷的影响，教师在适应的过

程中进行 调 整；２０１７年 恢 复 增 长，但 增 长 比 较 缓

慢，没有超过２０１５年的文章数量。

从整体上看，相对于福建省高中思想政治教师

的数量以及５年的统计时间，６６２篇的数量还稍显

不够。福建省相关教育部门、教师培养机构以及学

校还需进一步提升福建省高中思想政治教师的专业

研究能力和意愿。

（二）主要刊发期刊分析

通过对样本的统计分析发现，福建省高中思想政

治教师在选择发文刊物时相对比较集中，主要有 《中

学政治教学参考》《福建基础教育研究》《考试周刊》

《新课程》《课程教育研究》《教育教学论坛》等。６６２
篇文章中，２９０篇刊发于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福建

基础教育研究》《新课程》３种期刊 （见表１）。《中学

政治教学参 考》刊 文 量 最 高，为１１６篇，占 总 数 的

１７．５％；《福建基础教育研究》《新课程》分别刊发８７
篇，两刊所发文章占总数的２６．３％。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是中学政治教学的 专 业

期刊，是我国中 小 学 政 治 教 育 教 学 研 究 的 重 要 平

台，也是北京大学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的来

源期刊，因此成为各省市高中思想政治教师刊发教

科研论文的首选。《福建基础教育研究》是由福建

教育学院主办、专门为福建省中小学基础教育服务

的期刊，因此成为福建省高中思想政治教师教科研

论文的重要刊发阵地。进一步追踪发现，《考试周

刊》在２０１７年的刊文量异军突起，这 可 能 与 该 刊

的刊发方向变化有关。《当代教研论丛》２０１５年和

２０１６年的发文量都比较可观，但２０１７年没有进入

前５位，初步分析，可能与 该 刊２０１７年 最 后 两 期

还未在知网上传播，本文未能统计全年数据有关。

表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福建省高中政治教师教科研论文刊发期刊 单位：篇

年份

主要刊发期刊

中学政治

教学参考

福建基础

教育研究

新课

程

考试

周刊

课程教

育研究

教育教

学论坛

学周

刊

新课程

学习

当代教

研论丛

２０１３年 １８　 １２　 ２４　 ５　 ５　 ７ －－ －－ －－

２０１４年 ３１　 ２４　 ２４　 ７ －－ －－ ８　 １１ －－

２０１５年 ３１　 ２１　 ９ －－ －－ ７ －－ －－ １５

２０１６年 ２０　 １９　 １７ －－ ６ －－ －－ －－ １０

２０１７年 １６　 １１　 １３　 ２６　 １３　 １０ －－ －－ －－

　　注：选取每年度刊发文章数量前５位的期刊。截至本文统计日期，《福建基础教育研究》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的文章还未在网络上传播，故本统计不包括该刊第１２期的文章。相同原因，本统计不包括 《当代教研论

丛》２０１７年第１１期和第１２期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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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文作者分布分析

通过对样本中福建省高中思想政治教师的统计

分析发现，福建省所属各市县高中思想政治教师的

发文分布比较均衡，这说明福建省各地的高中思想

政治教师都比较关注教科研及其成果的产出。福州

的高中思想政治教师没有显示出拥有相对较多教研

资源的省府的突出优势，泉州、厦门 两 市 和 闽 侯、

南靖、南安三个县 （市）的高中思想政治教师教科

研水平相对比较突出。其中，部分高中思想政治教

师的教科研能力较高，也比较勤奋。如闽侯县第三

中学杨真老师近５年发表相关教科研论文达１１篇，

论文研究的内容涉及高考政治复习、高考政治试题

分析以及高中政治学科教学等。对样本文献作者的

进一步追踪结果显示，部分发文量较多的核心作者

以及其他高中思想政治学科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

教科研能力的辐射作用不够突出，可能他们更习惯

在日常教育教学中直接影响、辐射和带领普通教师

一起成长。

（四）教科研论文主题分析

从表２可 以 看 出，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 间，福 建 省

高中思想政治教师思考研究的主题主要集中于高中

政治学科教学法、备考与试题解析等方面。在学科

教学法 方 面，研 究 内 容 主 要 集 中 于 “学 生 主 体”

“学生核心素养”“生活化教学”“开发与利用教学

资源”“信息技术与政治教学的整合”等，具体分

析如下。

第一，５年来，福建省高中思想政治教师共发

表 “备考与试题解析”方面的教科研论文１１２篇，

占发文总 数 的１７％。这 说 明，福 建 省 高 中 思 想 政

治教师最为关 注 的 依 然 是 高 考，这 与 其 他 地 区 一

致。同时，经过几年的教学研究，高中思想政治教

师对福建省 高 考 自 主 命 题 的 思 考 越 来 越 集 中 和 成

熟。福建省高中思想政治教师的这一类型研究数量

从２０１３年 到２０１５年 持 续 增 长，２０１５年 达 到３１
篇，占该年 教 科 研 论 文 总 数 的２１％。其 后 两 年 持

续下降，下降的原因可能与２０１６年福 建 省 高 考 回

归全国卷有关，教师们对教材的重难点、对全国卷

的考题、对复习要求和复习习惯等有个重新适应和

熟悉的过程。

第二，新课改要求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

生的主体性、创新性以及合作探究的能力得到进一

步增强。福建省高中思想政治教师的教科研论文集

中反映了这 一 要 求。５年 来，有７３篇 教 科 研 论 文

分析和研究了学生主体性作用的发挥，占论文总数

的１１％。

第三，近年来，相关部门和教育界学者加大了

对学 生 发 展 核 心 素 养 的 研 究 力 度。与 此 相 适 应，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也逐渐成为各地高中思想政

治教师教科研论文的研究热点。从表２可以 看 出，

在福建省高中思想政治教师教科研论文的样本中，

表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福建省高中政治教师教科研论文比较集中的研究内容 单位：篇

年份

比较集中的研究内容

备考与试题

解析类

学生主

体类

学生核心素

养类

“生活化”

教学类

开发与利

用教学资

源类

信息技术与

政治教学的

整合类／篇

２０１３年 ２２　 １６　 ７　 ４　 ７　 ６

２０１４年 ２５　 １５　 ６　 ８　 ６　 ４

２０１５年 ３１　 １２　 ８　 １０　 ８　 ８

２０１６年 ２３　 １８　 １０　 １０　 ９　 ８

２０１７年 １１　 １２　 １９　 １０　 １０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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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生或者学科核心素养为标题的论文稳定增长，

２０１７年 达 到１９篇，占 该 年 教 科 研 论 文 总 数 的

１４％。随着以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为基础的高中各学

科课 程 标 准 的 出 台，相 关 思 考 和 研 究 也 会 越 来

越多。

第四，政治课教学生活化也是新课改强调的一

个重要理念，它要求教师将学科内容与生活实际结

合起来，帮助学 生 将 政 治 知 识 应 用 到 实 际 生 活 中

去，用知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福建省高中思想政

治教师践行这一理念，并对此进行了持续深入的探

索。每年 都 有 相 关 思 考 成 果，且 数 量 呈 逐 年 上 升

趋势。

第五，为了 更 好 地 进 行 政 治 学 科 的 生 活 化 教

学，教师们充分运用信息技术、互联网等现代化手

段，开发和利用各种形式的教学资源，进行教育教

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福 建 省 高 中 思 想 政 治 教 师 共 刊

发这类教科研论文１２篇，占当年总数的１６％。

三、问题反思及对策建议

（一）对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学科理念 的 价

值落实不够

结合 《普 通 高 中 思 想 政 治 课 程 标 准 （２０１７年

版）》以及本次检索统计的教科研论文样本文献分

析结果，笔者发现，福建省高中思想政治教师对新

课标的课程理念已有一些前瞻的研究，但价值落实

还不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课程

实施的实 践 性 和 开 放 性 落 实 不 够。在６６２篇 文 献

中，只有极少数论文比较明确、有意识地阐述或论

证高中思想政治课程的实践性和开放性。第二，对

学生的评价标 准 单 一。从 本 次 检 索 的 文 献 可 以 看

出，高中思想政治课的评价内容、评价主体、评价

方式和评价过程都比较单一，且相关评价的教科研

论文较少。

基于此，福建省高中思想政治教师要继续保持

对学生核心素养的研究优势，进一步加强构建以培

养学科核心素养为主导的活动型学科课程；要多研

究、多切磋，争取改变以往基本以高考成绩为唯一

评价机制、学生只是评价客体以及终结性评价为主

的局面，建立促进学生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发展

的评价机制。

（二）研究内容比较浅显且重复，缺 乏 从 整 体

上统整及把控课程和教材的能力

福建省高中思想政治教师关注比较多的仍然是

高考复习类以及具体的教学方式和课堂呈现方式，

并且这些教科研论文的很多内容是重复的，只是对

某些单个教学现象进行叙述并提出比较简单的解决

办法，深度反思和理论提升严重不足，创新性也不

够。针对 “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生活与哲学”

“文化生活”的论文 数 量 不 多，在 某 种 程 度 上 说 明

大部分一线教师研究深度不够。另外，从整体上统

整和把控高 中 思 想 政 治 课 程 以 及 教 材 的 文 章 比 较

少，样本论文中仅有６篇文献涉及对高中思想政治

课程和教材的研究。

基于此，福建省高中思想政治教师应在日常教

科研中加强对必修、选择性必修和选修三类课程和

教材研修的针对性，保证研修的深度和有效性，避

免泛化浅显研究的重复出现。相比一线普通 教 师，

教研员、特级教师和市级骨干教师的理解水平和把

控能力更强一些，更应该加大加深对高中思想政治

课程和教材的研究力度。

另外，本次检索的福建省高中思想政治教师教

科研论文中，只有３篇明确涉及初高中政治课程的

衔接，没有与大学相关课程衔接的研究。这也侧面

说明高中一线思想政治教师缺乏纵向把控和研究的

意识。因此，高中思想政治教师还需认真落实课标

要求，加大对初中———高中———大学思想政治课程

的纵向研究意识，提升有过去有未来、延续发展的

整体研究能力，更好地服务高中阶段的教育教学。

（三）理论与实践结合不紧密

多数福建省高中思想政治教师教科研论文是对

经验的积累和简单描述，缺少对所研究主题的背景

分析和对已有文献的利用，缺少相关教育理论的支

撑。有的教师能将相关理论运用到自己的研 究 中，

３２１



但缺乏对理论的深层理解，理论与教师自身的实践

教学经验没有进行有机融合，出现理论与实践 “两

张皮”的现象。

鉴于此，高中思想政治一线教师不能仅仅满足

于对自己教学经验的简单总结和反思，要进一步提

升理论架构能力，加强对课程与教学原理、教科研

方法等条件性 知 识 的 理 解 和 学 习，提 升 教 科 研 素

养。同时，学校和各级教研组以及教师培训机构要

指导一线教师学习教科研论文的研究方法和程序，

规范论文的语言和要素表述，科学梳理出论文的逻

辑结构。

（四）教师间的教科研水平和发展呈现不 平 衡

状态

５年来，极少部分高中思想政治教师的教科研

论文数量多、质量高，大部分一线教师在５年时间

里发表论文１－２篇，部分教师没有任何论文产出。

这一现象会严重影响福建省高中思想政治整体的学

科教学水平。因此，高中思想政治一线教师要强化

自己的 科 研 意 识 和 成 果 意 识，勤 于 思 考，善 于 总

结，敢于发表，通过教科研论文这一 平 台 和 工 具，

真正促进教师间的讨论学习和借鉴。教科研意识较

强、水平 较 高 的 核 心 作 者 要 发 挥 自 己 的 特 长，影

响、辐射和带领周围的教师一起做科研，促进他们

的专业成长，真正起到核心和骨干的作用。学校和

教科研中心、教师培训机构等也要进一步加大对一

线教师教科研意识的引领，创造条件搭建平台，采

取各种激励措施和有效手段，引导和增强一线教师

教科研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最终促进教师整体研修

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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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８８页）　不仅是价值观教育共享模式的构

建，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外部环境联通的

桥梁。

价值观教育应具备跨界思维，充分发挥 “互联

网＋”思维的建设优势与创新驱动作用［７］，认识到

微载体倡导的互联共通旨在有效整合内外部资源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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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多边育人载体，构建学校、企业、社会的价值观

教育生态圈。借助丰富的外部平台资源发展大学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同时，强化大学生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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