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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5_99_E8_82_B2_E7_c76_532736.htm 学校一贯提倡教师在

职学历教育，并为教师学习提供舆论、政策上的支持，我也

接触到一批拿到文凭的教师，交流之中，感觉到他们思考问

题的深度加强了，对教育问题的认识也更新了。交谈当中，

这些同志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在整个教育硕士的学习过程

中，撰写硕士论文，是对他们最大的考验，也是使他们思想

认识提高最快的一种途径，我听了很高兴，结合这几年指导

研究生写论文的经历，在这里我也很想谈谈自己对毕业论文

撰写的一些想法。 一、关于撰写论文的目的认识 我认为写论

文的目的是要提升自己，启发他人，写的好还可以流传，能

起到教育别人的作用。写论文的过程，就是一个反思整理借

鉴总结提升的过程，在这里提升自己应该是它的基本目的。 

第一，我们的老师都是第一线的主力军，长时间的教学实践

，使你们有比较丰富的经验，但对这些经验的认识往往是零

散的破碎的，写论文的过程恰恰是反思整理自己认识的过程

。可以使这些零散破碎的思考系统化，使之上升为一定理论

层次； 第二，由实践到理论，理论可以使我们的行为更自觉

，反过来指导实践，这样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慢慢就会形成

自己风格，可以为成为实践型教育专家打下基础； 第三，逻

辑能力会得到提高，因为三万多字的论文需要一定的思维长

度才能写好。要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还要解决问题，这没有

一定的逻辑能力是绝对不行的，再有写论文需要编写论文的

章、节、目，要理清主线，要搞清自己的论文章与章的关系



是并列关系还是递进关系，论文结构是横向的还是纵向的，

没有一定的逻辑能力就会造成行文的混乱，比如出现了包含

关系，逻辑就不清了。 仅从这三点看，我们就可以看到撰写

论文会使人在许多方面得到提升。所以提升自己，应该是它

的最朴素的目的。 如果我们的论文写好了，被别人学习、引

用和借鉴，那它就起到了一个启发他人的作用，这样传播开

去，我们的教育思想得到了认同和宣扬，就会启示和教育更

多的人，由此看来，撰写论文，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 二、关于论文的定位的认识： 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

指导委员会在《关于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论文标准的规定》中

指出：教育硕士的论文“必须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要运

用现代教育基本理论和学科教学或教育管理的基本理论、基

本观点，结合所学专业对基础教育改革与中小学教学、教育

管理中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解决策略或方法。” 这

样看来，教育硕士论文应该是理论指导的实践反思，不是纯

理论证明。专业学位的硕士论文必须结合本专业的工作实际

来撰写，它属于应用性学位论文，统招硕士生的学位论文强

调学术性和理论性，属于学术型学位论文。我们不可以把教

育硕士的论文写成纯理论的“学院式”的论文，在我看到的

论文中，就有许多抛开了中学教学实践，没有从实践出发，

而是偏重了理论性研究，他们还以为这样的研究才能显示深

度，其实不然，它不符合教育硕士论文的要求。同时，教育

硕士论文也不是经验的堆砌，缺乏理论性，如同教学经验总

结，这也不行。教育硕士论文应该找到理论与实践的契合点

，这样的论文才符合要求，符合实际，才有意义。 另外，我

想在你的毕业论文中应该包含以下三种思考：一，应该有对



自己实践经验的思考；二，应该有对教育改革形势发展的思

考；三，论文里也应该有对他人经验的思考。（此三点可以

扩展谈） 在这些思考的基础上，把它们上升到理论高度，才

是一篇好的论文。 三、关于论文写作的前期准备 既然教育硕

士论文是应用性的学位论文，那它的形成过程就不应该仅仅

是写作的过程，在写作之前你要有一个研究的过程。你的研

究要包括：对现代教育教学理论和他人研究成果的学习和借

鉴，对自己实践经验的反思性思考，对当前教育改革形势发

展的前瞻性思考。我个人认为，这些都很重要。但是只有这

些理论学习和思考是不够的。我这里要跟你们强调的是你要

在实践中研究，你在论文中提出的观点、策略和理论应该是

在实践中形成的，也就是说：你在论文写作过程中要有一点

儿实证研究。 你们可能会想，作为一线教育工作者，教育硕

士最不缺乏的就是教育实践。但是实践不等于实践研究，即

便是反思性实践也不能完全等同于实践研究。这里我不想给

大家介绍一般的教育科研方法有哪些，我想从实践研究的方

法、过程、模式三个角度给大家提一些建议。 首先说研究方

法。我建议大家在论文撰写的过程中学习并使用一些简单的

、必要的科研方法，包括做必要的文献阅读，确定问题后形

成某种假设，合理抽样，问卷、访谈、测验调查，使用一些

简单的统计分析等。你要让你的研究工作更接近科学研究，

而不是随意性的问题解决和经验总结。 再说研究过程。一个

比较规范的研究过程一般应包括：确立主题形成假设提出计

划实施计划观察测量反馈评价等程序，你可以调整这个次序

，也可以螺旋式前进，但是你要确保你的研究是系统的、持

续的，而不是零碎的、偶然的。 四、关于论文撰写的几个问



题 这个是我重点要谈的。明确了写论文的目的，也明确了论

文的定位，那么到底好论文的标准是什么，怎么样才能写出

好论文，这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了。我在看过一些毕业

论文后，做了这样的思考和总结。其实好的论文的标准就是

四条：一要研究问题，二要有思想，有个性，三要讲逻辑，

四语言要简捷。 这里我先说说第一点，要研究问题。 什么叫

研究问题呢？第一，必须是针对实践的，必须是从实践出发

并指向实践的；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也好理解，就不

解释了。第二，必须是分析性的，理论性的，而不是描述性

的，陈述性的。什么叫分析性的理论性的呢？就是要求它必

须解答一点：你所说的所谓问题，它“何以成为问题”。首

先，你所提出的问题必须得是站得住脚的问题。这一点非常

重要。现在许多论文，并没有揭示它到底在什么意义上是个

“问题”。比方说，你说语文课现在老师讲多了，没有体现

学生的主体性，这样一个结论不是可以随便下的，你这样一

句话说了以后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既没有解决理论问题，

也没有解决实践问题。这句话预设了一个前提：学生的主体

性与老师讲多了是对立的，是非此即彼的，要体现学生的主

体性老师就要少讲。如果是领导作报告，这么说说也就罢了

，但是如果你要做研究，这么说就有问题了，因为你这个预

设前提是大可值得推敲的。学生的主体性是三个方面，一是

学什么的自主性，二是学生思维的自动性，三是学生活动的

亲历性，教师讲，并没有一定会阻碍学生第一第二两个方面

的自我本体，而且，对语文课来说，教师讲，学生听，对学

生来说本身也是一种活动，关键是教师讲的能否让学生听进

去。因此，如果你直接就说这么一句话，是什么问题都没有



提出，更没有解决的，相反，还混淆了许多问题，把更本质

的问题遮蔽掉了。这就涉及到论文撰写的另一个问题，在前

提成立的基础上，论文要对这个前提做深入的分析，论证。

所以写论文不能只下断语，就是不作分析，不作论证。研究

是要作分析的，作论证的。还是举刚才的例子，所谓“提出

问题”，你要先论证或说明，语文教育本来应该是什么样的

，现在在某一点上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样子，这个样子在哪一

点上在实质上违背了语文教育本来应该有的样子。于是它就

成了一个“问题”。这，才叫做提出问题，也才能叫做研究

了问题。同样，其他的学科也是这样。研究问题，就是要“

研究”，要证明，要有过程。你在说一个事情不好之前，先

说清楚它本来是什么样子。在你说一个事情好之后，也要充

分证明它为什么好，怎么好。 第二，要有思想，有鲜明的个

性 论文，要言之成理，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这是最基本的

。论文论文，最本质的东西就是“新”：新问题、新观点、

新材料、新方法。但真的要想创新又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

新观点，别人没有提出的你提出来了，这固然好。但是这极

难，因为它的原初性要求我们要有超出一切现有理论的素养

，而且是整体的结构性的超越，这可不是人人都有的能力。

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就只提出问题。有的时候，提出问题甚

至比解决这个问题更有价值，也更难。所以有时你只提出问

题也可以。要么你对某一个老问题提出你自己的新观点，新

的看法，提出解决问题的新途径，这也是新。我们的研究，

更多的是这一 种，因为这一种相对比较容易一点。总之，在

你的论文中，你总要有点新的思想，新的东西。 如果再进一

步要求，那你的论文，应该一定是你想出来，你写出来的。



是你，而不是他，也就是说，你的论文中一定要有自己的特

点，自己的感悟，自己的思考，以至自己的风格。论文，完

全可以写成自己的名片，写成自己的标签。要想写出自己的

风格，那论文就一定要与自己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这里我

非常强调论文要往自己的实践工作上拽，借鉴他人要有但不

能太多，大段的抄袭，大段的借用，那完全是借口传音，它

就会让你失去自我，“泯然众人矣”。 第三，要有逻辑，逻

辑关系要自洽。论文的写作，一般是本着提出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逻辑。逻辑性强，其实有一个方法的问

题。写论文最常用的方法我觉得应该是“小题大作”法。我

们都是一线的老师，我们就从我们在实践中发现的某一个问

题上着眼，在一个平常的点上切入，提出一个广泛存在却可

能很少有人注意到的问题，然后设定一个立足点（即基本原

理），蓄足思维力量，直指研究的核心概念，一下子打开一

个大的场面，开辟一个很广阔的论域。然后从容不迫，一一

论来。还是举语文的例子，比如张显彬的论文就是写“朗读

”，杨美宇的论文就是写“审美情境。”，点很小，但是切

入进去，一步步探下去，深到一定的程度，就探出一个大矿

。谈为什么要创设审美情境，创设审美情境的可能性，如何

创设审美境情，这样一点点探下去，就形成了一个纵的形式

并且环环相扣。 逻辑性就强了。在写论文过程中，切忌把面

铺得太大。区区两三万字，却弄了个可以写出两三百万字的

题目来。这样写起来，往往会造成泛化、平面化，逻辑上也

会混乱不清。 其次要学会给自己提出的观点下定义。要明确

自己写作过程是使用一个概念还是一组概念。要标清逻辑关

系。（有待拓展） 第四，语言要简捷。论文的语言就是论文



的语言，要简单干脆。别花哨也别抒情，简单直捷就好。认

识过程一般都是从简单到复杂，要把复杂的过程，用简单的

语言阐释清楚，这是真功夫。也是不容易做到的。 另外，论

文的写作，是个慢工夫，要有长期作战的心理准备。我们有

的教师写文章喜欢一气呵成，这是可贵的，但科学论文一气

呵成是不太可能的。我认为在准备过程中，缺少对自我实践

的反思和总结，缺少对教育历史与现状的关注与了解，缺少

对他人学说的学习和掌握，在行文过程中又缺少推翻，缺少

研讨，缺少反复再反复，推敲再推敲，这都是很难写出优秀

的论文的。 《教师法》上说，教师是专业人员。教育硕士培

养的目的就是培养具有现代教育观念，具备较高理论素养与

实践能力的教育管理干部和骨干教师。可见，教育硕士，它

是我国培养高层次教师队伍的一种制度，它表明了我国专业

教育的一种进步，也揭示了教师培养不仅仅是一种学术训练

，而且还是一种专业训练，需要有机地把专业与学术结合起

来。而照我看来，研究工作是做好教学工作的基础。能搞好

研究工作的人不见得就能教好书，但要教好书却一定要有相

当的研究能力。这就是教学工作的特殊性之所在，所以写好

教育硕士论文，是对大家能力的考验，也是新时代对大家提

出的更高要求。事实上，我更希望大家把教育硕士论文的完

成当作一个起点，而不是一个终点，在论文完成之后，还能

始终保持对教育研究的兴趣，能够把实践研究作为自己专业

发展的一种方式，自觉地由教育实践者向反思性实践者靠近

，更进一步成为研究的实践者和实践的研究者，最终迈进实

践型教育专家。我希望我的这些想法能使大家对论文写作的

认识更清楚一点，在方法上也能更明确一点。 100Test 下载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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