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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问题做研究，为基础教
育提供优质产品

全国从事语文教育研究的队伍数量
庞大、团队众多，学科研究只有抓住影响
语文教育质量的真问题， 以优质产品满
足语文教育的迫切需求， 才能在教育研
究上形成比较大的优势， 体现出独特价
值。

在语文课程中， 口语交际教学的地
位历来与其本身所应具备的价值并不相
配，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具有课
程性和操作性的教学用书。

郑桂华教授领衔研究团队， 针对这
一需求，历时五年，推出一至九年级《口
语交际》学本，填补了国内口语交际教学
用书的空白。

在 “口语交际理论与实践” 研讨会
上， 来自国内多所高校的研究者与多地
的老师对该套学本进行研讨， 都给出了
高度评价， 认为其具有重大里程碑的意
义。 《语文学习》《小学语文教师》等杂志
的公众号报道了该次活动。

另外， 郑桂华教授的写作教学过程
化指导的研究与实践也取得显著成果。

她的专著 《写作教学研究》 进入教育部
《2019 年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室）推荐书
目》。 同时，郑桂华教授在全国多地执教
研究课， 身体力行地在教育现?探索过
程化写作指导的路径与策略，并在《语文
建设》杂志主持 2020 年度“名师课堂”专
栏， 推动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讨活动的
深入交流。

再如詹丹教授在经典文本解读上

的研究，也体现了基于问题 、针对社会
需求的取向。 近年来，语文教育界开始
采用统编教材，同时又有大量新人进入
语文教师队伍，如何帮助新任教师系统
地理解把握新教材尤其是经典课文，很
值得研究。

詹丹教授聚焦于经典课文文本解
读，撰写了大量解读，连续出版《语文教
学与文本解读》《阅读教学与文本解读》

等文本解读系列著作，并在《语文学习》

杂志连续三年开设“重读”专栏，形成语
文教育研究领域一道独特的风景。

教师基本素养的评价是教师教育的
难题， 上海师范大学教务处组织公关团
队，由郑桂华、丁炜两位领衔，集中学校
的研究力量， 成立攻关项目小组， 制定
《小学语文教师素养评价标准》。

实施精准定位，探索师范生
培养新模式

教师教育的实践性强，与社会发展
和教育行业变化联系紧密，而很多教师
教育课程设置脱离教学实际、学习内容
滞后于教育需要。 上海师范大学语文教
师教育专业根据学校的定位以及整个
语文教育发展趋势，将学生培养重点定
位在服务于课程实施的落地上，使学生
的课堂学习向中小学教学第一线靠近，

使学生的职前培养与职后发展实现对
接。

主要做法有，建设一批重点课程，如
郑桂华教授领衔建设教师教育精品资源
共享课“中学教语文学设计”，出版配套
教材《中学语文教学设计》；詹丹教授领

衔建设上海市教委重点课程建设 “红楼
梦与中国古代小说”，出版教材《红楼梦
与中国古代小说再阐释》。

郑桂华教授主持教育部 “卓越教师
教改计划”的项目 ,带领学生参与优秀语
文教师资源库的整理和建设， 组织学生
参与科研，使学生在研究项目中学习。徐
樑博士组织带领学生采访于漪老师 ，

2018 年出版了 《谈为师之道———答青年
准教师问》。詹丹教授带领学生采访钱梦
龙老师，整理“钱梦龙口述史”，在《教育
研究与评论》上发表。近年该教研室主办
“眼中有学生 心中有未来” 系列研讨会
7 ?，众多学生得到了多方面的锻炼。 同
时还建设光启语文教育工作坊， 邀请毕

业生参加读书会，形成读与研、职前与职
后的良性互动。

同时， 院系还建设多层次教育实习
基地，专业、院系、学校三级基地，实现教
师教育课堂与中小学教学课堂的对接。

聘请一线教师或教研员做兼职导师，聘
请指导团队。 他们还将在研究生阶段全
面推行双导师制， 即每名研究生除了有
学校的专业导师之外， 还将配备一位在
中小学任教的优秀教师做兼职导师。 让
学生直接受惠于优秀教师。

近年来，在研究生学论文选题方面，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语文教育专业也
形成了针对具体问题、内容实在、讲究实
效， 避免空泛研究的风格的语文教材名

篇教学价值系列、 中学语文名师教学思
想研究系列，语文知识研究系列等。

由于研究实在、指导到位，近年上海
师范大学语文教师教育研究生的论文质
量得到广泛认可，其中，郑桂华教授指导
的吴嫣、 任睎韵获得全国教育硕士优秀
论文奖，在同一次评奖中，由一名教师指
导的两篇论文同时获奖， 这在全国优秀
论文评比中是唯一的。

由于采取了这样的培养模式， 近年
里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学生因基本
功扎实，视野开阔、适应能力强，发展势
头足， 在上海语文教育界已经建立了良
好的口碑， 改变了在教师教育上当 “配
角”的局面，逐步走向舞台的中心。

深度参与课程改革，成为服
务社会的生力军

能否满足社会需求， 参与及影响当
下的教育改革， 是衡量一个学科研究水
平和社会价值的重要标志。近年来，上海
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语文教师教育团队参
与上海以及全国的语文课程建设， 获得
了上海市教委教研室以及教育部等多家
机构的肯定。

郑桂华先后参加教育部高中语文课
程标准 （2017 版） 教育部义务教育课程
标准修订、 统编本高中语文教材编写等
工作。

郑桂华、 詹丹参与制定或承担上海市
的科研项目，如上海市教委教研室“中小学
生阅读能力分级标准研制”，《单元学习指
南》（小学-高中）的审读、拓展型课程教材
的审查等工作。 该研究团队还连续多年参
加上海中考、高考的相关工作。詹丹教授还
曾多次承担高考命题组长工作。

郑桂华、 詹丹承担上海市语文学科
多个高峰基地、攻关计划的指导工作，如
余党绪、谭轶斌、沈红旗、邓彤等。参与上
海全国多所学校的语文学科建设和青年
教师培养工作；如嘉定二中、嘉定一中、

杨行中学、上海世界外国语中学等。郑桂
华先后指导 271 教育集团、 华师大二附
中乐东黄流学校、合肥八中、重庆凤鸣山
中学等单位的语文学科建设。

主讲人文素养讲座， 产生良好的社
会效益。如詹丹应人民文学出版社约请，

为全国中学教师开设“整本书阅读·红楼
梦怎么读” 视频讲座， 一时挤爆直播平
台。詹丹教授应上海社联东方讲坛邀请，

为市教委直属单位上外附中、 交大附中
等开设讲座，还为徐汇区、普陀区、黄浦
区、 宝山区等多所学校开展语文教师培
训活动。 徐樑博士在国家图书馆的古琴
讲座等备受欢迎。

该研究团队成员广泛参加志愿者
活动，为贫困学校捐款捐书。 疫情期间，

徐樑博士将自己教授古琴的网课所得
全部捐献。 郑桂华也为乡村学校捐献图
书资料。

十多年来， 上海师范大学语文教师
教育专业逐渐形成了队伍精干、 定位精
准、产品精良、的特色，得到业界的高度
认可，影响越来越大，成为服务语文课程
建设、推动语文教育研究的生力军。

眼中有学生 心中有未来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构建教师教育与基础教育的共同体

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发展和课程改革的节奏

加快、学科研究之间的竞争也更加激烈，高校学科

发展如何找准方向、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未来

发展。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语文教育专业，主动

调整研究方向，努力创新教育模式，深度参与国家

和地区的课程改革，在学生培养、学科发展和社会

服务方面展现出明显的特色和比较显著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