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课题研究过程中 提升教师的职业幸福感 

教研室   史建昌 

在参加一次面对全国教师的教学研讨会上，一位农村教师向教授提出农村教师不愿意参

与教研活动的问题。这在全国可能是普遍问题。教授回答，将这个问题归在了教师职业幸福

感的问题上。教师因为缺少职业幸福感，所以不愿意参与校本教研活动。 

去年，我申请了一个市级课题。在我的课题研究内容中，我增加了一条，就是在课题研

究过程中如何提升教师的职业幸福感的研究。想让老师们在学科能力、教研能力提高的过程

中，个人思想品质，人生愿景，与人交往等多方面也有所提升，进而提高教师的职业幸福感。

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我们也有所收获。教师的职业幸福感一方面和教师所从事的职业有关。

教师在研究业务的过程中，激发教师的研究兴趣，使教师喜爱自己所教的学科，进而激发教

师的职业幸福感。另一方面和教师的内心体验有关。教师从内心体验到了成功的乐趣，体现

了个人的价值，自己有了一种成就感，自然引发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我们有些自己的思考。 

一、教师在体会学科知识的时代特点的过程中感受职业幸福感。 

学科知识是具有时代特点的。学科知识是发展的。我们在课的研究的过程针对学科知识

进行了深入研究。教师在研究过程意外体会到了学科的时代特点，激发了教师的学习兴趣。

乐于探索，乐于研究，感受到研究的乐趣，感受着幸福的感觉。在大约 20多年前，有一个相

声中讽刺小学数学，一个进水管 10 小时将水池灌满，一个排水管 15 小时将池水放干，两管

齐开，几小时可将水池灌满？习题讲述的是工程问题，进水出水是相减的关系，可能生活中

这样的事太少见了，在生活中又是浪费行为，做无用功。后来这类题目不见了。在当下有这

样一道习题，教师要把一个消息通过打电话告诉给全班 40个同学，每个电话用 1分钟。老师

先打给班长，知道消息的人再打给别人，最少用几分钟？这是一道统筹安排的题，体现的是

优化的思想，有利于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可是在现在的课堂上学生说这样太麻烦了，

可以将全班拉一个微信群，发个信息就都知道了，我们平时就是这样做的。时代变了，社会

发展了我们的习题也随之变化着。我们老师身处其中，如果您看到了身边学科知识因时代而

变化，是不是也很有意思。那么未来的习题也会变成什么样呢？“两个同学放学回家，哪一

个同学先到家呢？”问题提完了，请同学解答吧。这是一道开放的习题，问题确定，没有条

件，答案不确定，这也许就是我们将要面对的问题。学生可以无限猜想：是不是谁离家近谁

先到？是不是谁走得快就先到？看谁贪玩，不贪玩的先到？学生根据猜想自己验证，发现并

测量条件，推断事件的复杂性。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得出结论正确

与否不重要，重要的是学生经历了学习的过程。教师面对这样开放的习题，也不乏增加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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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教师在研究中，探索中快乐着，享受着幸福的感觉。 

二、教师在经历探索研究的过程中体验职业幸福感。 

习题是发展的，是变化的。可是学科知识本身是不会改变的。学科知识的由来是经过长

期发展而得来的。作为一名数学教师我们要理解数学知识的内涵，了解数学知识的来龙去脉。

我们有了丰富的学科知识才能更好地引领学生更加喜欢数学。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我和老师

们一起研究了数学知识的内涵。一年有 365 天，闰年有 366 天，四年一闰，百年不闰。每个

老师都熟练地表达这一说法。我给老师们提出了问题：为什么四年一闰呢？为什么百年不闰？

后面还有进一步说法吗？老师们明白地球公转和自传的道理。我还是建议老师们用计算和上

网查阅两种方法研究一下。几天过后，老师们的答案出炉了。有的是简单的几句话，有的是

一堆算式，也有的是一大堆解释和说明。平时简单的几个字，顺口就出的规律，经过老师们

的探索，发现了丰富的知识。四年一闰，百年不闰，400 年又闰，3200 年又不润……世界时

间就是为了和原子时间一致而前后调整。老师们还搜到了为了调整这一时间还有闰秒。最近

的一次闰秒在 2017年 1月 1日 7时 59分 60秒。老师们听到这点，眼界大开，异常惊喜。又

有一个老师介绍说：二月天数少，是因为在古希腊二月是杀人的日子，所以希望杀人的日子

少一点。7月和 8月是两任国王的生日所在月份，所以两个大月相邻，听着的老师目不转睛，

充满好奇，这背后是不是还有许多神秘的故事。就是一个年月日的认识，在探索和研究中众

人力量让老师们从多方面、多角度提高了对年月日的认识。带着这些认识走进课堂，激起更

多的学生的学习兴趣。面对丰厚的学科知识内涵，教师在体验获取的过程中深入认识世界，

理解世界，提高个人对自然界看法，同时也收获了幸福的感受。 

三、教师在展示课题研究成果的过程中，收获职业幸福感。 

小朋友沉迷于游戏，是因为他在寻找虚拟世界中成就感，因为有了成就感，所有小朋友

倍感幸福。所以教师应该在教学工作中找到现实的成就感。有了这样的成就感，其职业幸福

感会收获许多。2017 年 5月 3日在我区开展了与特级教师徐长青老师同课异构教研活动。和

特级教师同课异构对于教师们来说，压力很大，有担心，更有恐惧。我们课题组接到任务，

就开展研究实践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推出了青年教师参加。我们的青年教师表

现很棒，圆满地完成教学任务，课堂教学效果很好。在如此大的场面展示自己，这位老师还

是第一次，她成功的体验增强了该教师的信心，这成功的体验，让老师十分欣喜。这份信心，

这份喜悦不只是鼓舞讲课老师一个人，同时也鼓舞着整个研究团队。大家共同展示了我们研

究的成果，大家共同享受成功后的兴奋，更增添了大家努力的决心，每一个人都是幸福的。 

四、教师在分享内心感恩的过程中，升华职业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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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课题研究过程中体验到了幸福感，我们在课题研究中存有感恩的心。别藏在心里，

请用语言表达出来，表达出思想深处的想法。下面是两位老师的发言： 

“我很感谢学校能够给我这次学习的机会，感谢教研员老师们辛勤的付出，感谢让我能

够遇到这个和谐的大家庭，也很感谢我们的研究团队所有人，可爱的队员们，每次遇到问题

大家都踊跃去解决。我从一开始的不知所措到现在能自己独立去完成一篇课文的导学案，这

个过程辛苦既快乐着，我从中真的学到了很多，收获颇丰，受益匪浅，谢谢大家，感恩相遇！” 

“首先我要感谢辛勤的指导老师们，每个星期都要抽出时间，甚至不辞辛苦的来到每个学校

为我们指导导学案，是他们在探索导学案的这条路上，为我们指明了道路。 

其次，我要感谢参与的每一位教师，是每一位辛勤的老师孜孜不倦的努力，从当初的迷

茫，共同研究，互相帮助，建立雏形，再经过无数次课的演练，修改完成了最后的成果，。每

一位教师都积极参与其中，积极献策。 

最后，我还是要感谢学校，能够让我参加这次导学案活动，通过这次活动，我学到了很

多知识，令我受益匪浅。” 

教师用质朴的语言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在教师与教师交流过程中，自己内心发出感恩的

声音，是对自己的一个震撼，是个人思想的高度认同。聆听同伴相同的感恩的声音，和自己

内心相呼应，是感情的再升华。思维碰撞，情绪高涨，幸福升华。 

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一起研究数学。我们不忽略人的情感，学会交流，学会感恩，让

团队中的每一个人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团结一致，共同发展。可以因为有缘大家走到了一

起，也可以因为大家互相帮助、相互支持，保存这份幸福，留下这份情感。这种幸福感源于

自己的思想在研究的过程中的自我获得，这种幸福感源于自己认同的观点，在同伴交流中得

到肯定。研究知识，经历探索，展示成果，分享幸福。让教师的幸福感与日俱增，归根结底

这无限职业幸福感都源于爱。热爱事业，关爱学生，喜爱研究，钟爱学科，努力着，做一名

幸福的数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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