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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介平老师教学艺术研讨会发言稿——

行 动 研 究 的 典 范

王宪文

一、亲自擘画科研工作，开创科研工作新局面

作为教学科研工作分管领导，赵校长亲自指导全校科研工作，落

实学校党委和张校长对科研工作的顶层设计，主持确定了“围绕建设

和谐校园、全面推进大专化建设中心工作，着眼办学水平、办学能力

的全面提升，以提高教学质量为核心，以提高教师队伍素质、干部队

伍素质为抓手，以提高教学水平、管理水平为重点，自觉践行陶行知

教育思想，广泛吸收国内外教师教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全面开

创我院科研工作新局面”的指导思想，明确了“以陶研为龙头，以课

题和项目为载体，以行动研究为特色，以科研处为中枢机构，以系部

处室为科研单位，以广大干部、教师为研究主体，重点突破，全面推

进”的科研工作思路，确定了科研工作的重点是“进一步强化广大干

部、教师的科研意识，充分调动开展科研工作的自觉性；注重研究实

效，加强过程管理，切实抓好国家级、省级科研课题和科研项目的研

究工作，特别要抓好引领全局辐射广泛的课题与项目；做好校级科研

课题的规划、立项、研究工作，特别要做好与大专化建设重点难点密

切相关的课题研究工作；支持和鼓励广大干部、教师开展学术研究”，

为全校科研工作的开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和重点，使得科研工

作有的放矢，成效显著。从 2007 年到 2018 年底，我校共成功申报省

级课题 65 项，结题 54 项，结题率 83%；市级课题 116 项，获奖励 54

项，获奖率 46.6%；校级课题 397 项，结题 270 项，结题率 68%；十

余年间，教师公开发表论文 1162 篇，其中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16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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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教材论著 127 部，教学论文获奖 391 篇，教师科研成果参加省市

社科成果评比获省级一二三及优秀等 6 项，获市级一二三等及优秀奖

8项，我校教师教科研研究水平和能力获得长足的进步成绩显著。

二、亲自主持课题研究，解决大专化进程中的实际问题

早在两所师范合并之前，赵校长就负责分管太谷校区的教学科研

工作，在校党委的领导下，认真落实张校长办学治校的重要思想和系

列部署。针对学校面临的“办什么样的小教大专”、“怎样去建设这

样的小教大专”等问题，组织全校师生进行了解放思想大讨论，集思

广益，确立了“创新教育，培养人师，服务小学，为教育事业奠基”

的办学宗旨；制定了把学校建设成“科研型、现代化、开放式的区域

性小学教师教育中心、小学教育研究中心、小学教育服务中心”的办

学目标；提出了“四大战略”（坚持实施依法治校、以德治校、科研

兴校、文化强校）、“五项创新”（创新办学思想体系、创新内部管

理体系、创新教育教学体系、创新队伍建设体系、创新培养目标体系

与人才培养模式）、“六大工程”（现代教育思想工程、现代学校管

理工程、现代教学体系工程、现代教师队伍工程、现代德育工程、现

代校园网络工程，建立校园文化建设保障机制）、“七种机制”（教

学津贴按数量和质量分配机制、教师培养和竞争上岗机制、优秀教育

教学成果奖励机制、文化交流机制、处室工作和教师教学工作考评机

制及师范学校为小学服务机制）的“4567”行动计划，在办学理念、

共同价值观、校训、教风、学风、校风等方面都有了明确的表述，

还概括出了建设“绿色校园，科学校园、诚信校园、人文校园，数字

校园 ”五个校园的理论，校园文化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同时，把科研课题与创建“三个中心”的办学目标相结合，申

报中陶会“十五”课题，将关系到学校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列成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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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子课题，从改进师范学校德育工作、加强师范学校教师队伍建设、

建立新的教学体系、加强师范生科技教育、进行小学教师培养和培训

一体化、推进师范学校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转变，提高师范生学习能

力和学习质量等六个方面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全面的研究与

实践。历时三年，“三个中心”初步建成，并取得了显著成效，课题

也于 2006 年通过中陶会的鉴定验收，其成果选编《全面建设“小教

大专”的思考与实践》一书，于 2006 年 11 月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并被列为中陶会师范教育专业委员会教师教育改革文集第四集，呈报

中陶会，受到好评。

两校合并后，科研工作焕发出新的活力，先后完成了国家级重点

课题《农村代课教师问题研究》，中陶会《建设“三个中心”，大力

促进农村小学改革与发展实验研究》课题，山西省教育学会 3 个课

题，山西省教育厅职业教育教学研究与实践 4 个项目，亲自担任《创

建实训基地，提高师范专科生从教素质的研究与实践》主持人，构建

了“校内模拟实践强化基本技能——教育见习实践培养职业感情——

岗前培训强化角色意识——岗位实习形成初步从教能力”的从教素质

培训体系，为学校实训基地建设和师范学生教育实践教学做出了贡献，

研究成果发表在国家级学术期刊上，并且获得晋中市社科成果二等奖。

三、及时总结教学经验成果，把理论与教学有机结合起来

从《朗读十二讲》到《朗读的魅力》，赵老师用实际行动践行了

科研工作。赵老师的教学是众口皆碑的，全国中师教学大赛一等奖，

全省教学大赛特等奖，晋中市功勋教师等等荣誉都是做好的例证。如

果说《朗读十二讲》还是一课一得的经验总结，那么，《朗读的魅力》

则已经是从理论到实践，再到运用和拓展，自成体系的一家之言了。

特别是把《朗读的魅力》作为教学的教材，特别好用而且有效，数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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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受益。更需要说的是，赵老师还组建了朗读团队，积极服务地方

社会，反响强烈，真正把高校与地方、高校与小学联结起来，促进了

校校联合合作育人工作，也带动了专业发展，朗读艺术传承后继有人。

作为赵校长的部下，在科研处十余年，我亲眼见证了我校科研工

作的发展和取得的成绩。回到中文系后，又多次聆听赵老师的朗读教

学课，从赵老师教学实践中学到很多东西。一是他视野开阔，超前谋

划，给科研工作定方向，定目标，使科研工作能够按照正确的方向和

目标不断取得新成绩。二是他真抓实干，以身作则，示范作用做得好，

给教师树立了学习的目标和榜样。三是勤于总结，善于总结，把理论

与实践有机结合，产生了最接地气的成果和效果。四是爱岗敬业，无

私奉献，他把个人成长与学校发展联系在一起，四十余年如一日，以

校为家，从一个普通教师到中层管理干部，再到学校分管领导，他最

在意的是课堂，是教学，是学生，是青年教师的成长，并为之持续地

奉献，不计得失，不计报酬。赵老师的成长离不开学校的培养，但更

多的是他的执着，请教名师，受教于大家，在实践中不断精进，不断

臻于完美。

最后，希望赵老师多回来传经送宝，希望青年教师多虚心请教，

把赵老师的朗读艺术传承发展下去，让朗读艺术之花四季常青，让朗

读的魅力永远熏陶感染着我们和我们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