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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子汗展徐州市中小学教学研究第十二期 (2017年度 )深題 申報工作的通知

各具 (市 )、 区教研室,市区各中小学,幼ノし囲:

力弓1早和激励中小学、幼りL国等声大教用秋扱逃行教学研究工作,全面提升基酬教育
反量和水平,更好的探付与解決教育教学実践中出現的各神同題,同吋力省第十二期深題
的申扱倣好相美的逸抜工作,我室決定,在全市升展徐州市中小学教学研究第十二期 (2017

年度)深題立項申扱工作。

此次深題申扱工作炊 2017年 3月 25日 升始,裁止到 2017年 5月 25日 姑東,情各具
(市 )、 区負責課題管理的教研員倣好相美須須ェ作。咲系人:王建軍,屯 i舌 :85601'250,

地址:徐州市教育局 (原九中)E楼 209室 ,由F編 :221009,E mail:xzjyswjj@163.cOm。

第十二期深題申扱指南洋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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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徐州市中小学教学研究第十二期（2017年度）课题指南 

一、 课题简介   

徐州市中小学教学研究课题由徐州市教育教学研究室于 1995年开始设立，该系列

课题更强调实践性和应用性，主要面向全市的幼儿园、中小学等领域的一线教师。课

题研究周期一般为 2-3年，每两年申报一次。自 2017年起，徐州市中小学教学研究课

题已经开始了第十二期课题的申报工作。 

二、课题申报资格   

1.徐州市中小学教学研究课题的申报对象为本市普通中小学校、特殊教育学校、

幼儿园、教师进修学校、师范院校以及教科研部门的集体或个人。   

2.课题负责人原则上应具有小学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否则，须由两名具有

小学高级以上职称的研究人员书面推荐。未完成江苏省第十期和徐州市第十期教学研

究课题结题工作的学校与个人不得参与此次申报；正在进行省、市第十一期课题研究

的个人也不要参与此次申报。  

三、申报程序   

1.课题申报者在预备研究的基础上选题，并填写《课题申报、评审书》及《课题

评审书活页》，电子稿（用课题名称命名）和文字稿（一式 4份）报送至县（市）、区

教育局教研室初审。 

2.县（市）、区教科研部门初审后，将通过初审的课题评审书及活页的电子稿和

文字稿（一式 3 份）报送至市教育局教研室。市教研室组织专家对全市申报的课题进

行评审，筛选出一定数量的课题立项为市级课题。   

3. 请课题申报者及各县（市、区）教研室教管人员到市教研室网站

http://jys.xze.cn 首页上 “课题研究”中下载相关表格，按照统一格式填写。 

4.省属市管师范院校、教师进修学校、市直管学校的申报材料可直接报送到徐州

市教研室参加初审。 

5.2017年江苏省第十二期课题的申报将从市级课题中择优推荐，不再单独申报。 

四、申报时间  

申报工作从 2017年 3月 25日开始，2017年 5月 25日截止，逾期将不予受理。请

各县（市）、区教研室抓紧时间，认真组织好课题申报工作，切实提高申报课题的质量。   

五、各县（市、区）报送市教研室的课题数量，不超过 30项。各区报送市教研室的课

题数量，不超过 15项。 



 

六、课题类别及管理方式   

1.对于立项课题，课题所在单位及上级教育管理部门应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

予必要的支持，保证课题研究的正常进行，提高课题研究质量。   

    2.课题主持人的培训工作、课题的开题论证、中期评估检查和结题验收等课题管

理工作，由市教研室组织进行。立项课题的相关管理工作主要由各县（市）、区教研室

负责。   

3.各课题申报单位要规范课题的日常管理，强化课题的评审、中期检查评估、验

收等工作，加强对课题的过程管理，杜绝“两头紧，中间松”的现象，扎扎实实地将

课题研究落到实处，做到通过课题研究促进教学的发展，促进学生、教师和学校的发

展。  

4.本期课题的研究周期一般为 2-3年，即 2017年—2020年。  

5.第十二期课题的具体管理办法将与课题评审结果一并公布。   

七、选题参考  

选题参考仅仅列出供研究者参考的课题研究领域，选题者可以选择某一课题领域的某

一个方面或某个切入点进行研究，尽可能地将研究课题进一步具体化，也可以针对教育改

革与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自行提出课题，但必须具有普遍意义和区域推广价值。 

1.基础教育研究 

教育现代化研究；苏派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基础教育课程基地建设研究；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保障机制研究；义务教育内涵发展研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标准研究；

民办教育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教育中介组织机制及监管研究；高中阶段学生个性化发

展与高校自主招生问题研究；新形势下中考改革的研究；民办学校准入和退出机制研究；

基础教育高位均衡发展目标与对策研究；国内外基础教育比较研究；高效课堂的理论与实

践研究；教学方式与学习方式变革的研究；学生生存与适应社会发展能力研究；中小学国

学教育研究；中小学生出国留学现象研究；小班化教学研究；流动就业人口随迁子女受教

育保障机制研究；惩罚教育研究；学生校内学习与校外过重课业辅导问题研究；义务教育

阶段优质教育资源开发与缓解择校压力问题研究；中小学生学习力提升研究；个性化作业

设计研究。教研室建设评价标准的研究；学校教育质量评价体系研究；基础教育优质资源

建设和共享机制研究； 

2.学校教育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的构建 

教育质量监控与评价的理论基础和历史研究；素质教育质量观下教学质量的基本内

涵；教育质量监控的系统构架研究；学校教育质量监控与评价工具的开发研究；教学过程



 

管理与教学评价机制优化研究；区域教学质量监测的制度保障与专业支持。教育质量标准

体系的建立及监控评估体系研究；中小学生核心素养的校本化实施研究；学生综合素质评

价体系研究；学科教学评价体系的研究；学生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培养研究；拔尖学生、

优异学生特殊培养机制研究； 

3.学校管理与特色学校建设研究 

学校发展规划与品牌建设研究；学校教学和教研组织管理创新研究；学校内部管理制

度改革与实践研究；“和谐”校园文化建设的研究；校务信息管理平台的架构与实践；学

校课程规划与课程管理研究；现代学校管理思想、管理制度与管理模式的研究；学校管理

队伍专业化建设的研究；选修制、学分制的研究；地域文化或学校历史文化对学校特色的

影响；国内外关于学校特色、学校品牌建设的研究现状；校长与学校特色文化创建；教师

文化与学校发展研究；校园特色文化建设研究；学校特色发展与地方文化建设影响力研究；

百年老校教育渊源与文化传承研究；中小学基层党建工作研究；共青团、少先队时代特色

与活动创新研究；学生主体教育研究；中小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办学研究；新媒体下学校宣

传工作研究；幼儿园、中小学安全防范工作机制研究；学生意外伤害责任鉴定及责任分担

机制研究；中小学、幼儿园集团化办学管理模式研究；现代学校制度研究；校长领导力研

究。 

4.新课程改革实验推进相关问题研究 

新课程学生学习方式创新的研究；教师课堂教学的组织与教学创新；新课程下的学校

教学管理改革；学校课程建设与学校文化创建；校本教研制度的创新与实效性研究；课堂

教学微型问题的研究；信息技术条件下的课堂有效教学研究；校本课程开发的研究；研究

性学习、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研究；学校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新课程课堂教学实践

中存在的问题研究；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的策略、方法研究；课堂有效教学设计、实施、

反思研究；学生学习策略的优化与指导的研究。建设教育强省框架下的地方课程标准和教

材研究；江苏特色优质教材和精品课程资源开发研究；中小学校本课程开发与实践研究；

初中综合课程体系建设研究；高中选修课程体系建设研究；基于网络环境下的课堂教学研

究；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课程教材的研究；开放性教学研修的研究；中小学生社会实践教

育研究；中小学生信息素养培育研究；义务教育阶段课程方案和学科课程标准实施研究。 

5.学校与社区教育文化共建的实践研究 

学校、家庭、社区一体化教育机制优化研究；社区与学校共同开发利用教育资源的经

验研究；社区文化在学校教育中渗透；学校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经验研究；中小学课外教

育活动社区化的深化研究。 



 

6.教育信息技术研究 

信息技术条件下教学方式与学习方式变革的研究；现代远程教育的研究；网络课程开

发的研究；数字化校园建设的研究；教育教学资源库的开发与应用研究；构建区域性中小

学网络课程的行动研究；利用校园网进行教学的模式、管理的研究；教师信息素养现状调

查与教育技术能力建设研究。基于网络环境下的课堂教学研究；大数据与教学效益的研究；

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课程教材的研究；开放性教学研修的研究；中小学生社会实践教育研

究；中小学生信息素养培育研究；义务教育阶段课程方案和学科课程标准实施研究；“创

客”教育模式研究；中小学开展“创客”教育的研究。 

7.师资队伍建设研究 

教师道德水平与心理状况的研究；教师专业发展与创新能力培养研究；名、特、优教

师学术思想、教学艺术和成长规律的研究等；提高教师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的研究；提高

教师领导力的研究；促进教师教育教学研究能力的研究；课改后教师工作状况的调查与比

较研究；班主任专业化发展研究；促进中青年教师成长有效策略研究；促进新教师成长方

式的探索与实践；农村教师校本培训方式及效果研究；学校教研组专业自主建设研究；发

挥名优、骨干教师引领性、示范性效应的策略研究；名优、骨干教师后续发展动机与促进

机制研究；教师课堂教学行为的评价及反思研究；江苏人民教育家”培养模式研究；名师、

名校长培养途径研究；省级学科带头人标准的研究；新时期教师职业道德标准与能力标准

的研究；教师教学质量标准研究；教师培训质量保证体系研究；教研员专业发展研究；班

主任工作研究；区域教师流动与教育均衡发展研究；校长、园长专业化成长及培养机制研

究；绩效工资背景下民办学校教师绩效评价及待遇问题研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特设

岗位研究。 

8.德育与学生发展 

中华传统文化与德育的研究；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德育方法创新研究；网络文化与

学校德育工作有效整合的研究；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学生发展的研究；学生学习风格与个

性发展的研究；学科德育的实施对策研究；德育课程实效性与创新性研究；共青团、少先

队工作创新的探索与研究；新课程理念下班级管理策略研究；文化多元化与中小学生道德

选择能力培养的研究；学生团体与中小学生自主管理的研究；学生综合素质发展状况的调

查研究；学生闲暇活动设计与教育管理研究；离异家庭学生的心理问题分析及教育对策研

究；不同阶段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方式与实施途径研究；中小学课程德育研究；学生生命

教育研究；留守儿童情感教育研究；中小幼德育体系衔接研究；心理健康教育与学科教学

融合和渗透研究；学科教学的德育渗透研究；国防教育与学科融合性研究；中小学生抗挫

http://www.baidu.com/link?url=eDvKvof-_lP2NwH46erNV2W3yRV665KwwEs8WQZmPheQaq4Mp3TykKYrV3UfPlEOgkmZbBBA05FImkJoiK7Oga


 

心理训练研究；新时期学生价值观标准研究；学生厌学心理教育与疏导研究；网络环境下

学生文明素养研究；学生网络迷恋心理疏导及行为矫治研究。 

9.体艺卫等综合教育 

健康江苏建设与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问题的研究； 体质健康促进行动计划的理论与

实践研究； 开发利用民间音乐文化教育资源的研究；促进学生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发展的

艺术课教学研究；学校艺术特长生培养的研究；学校开发和利用美育资源的研究；校园文

化建设与学生审美素质的研究；艺术课程教学评价方式的研究；学校体育课有效教学策略

研究； “阳光体育”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实践性研究；体育

“大课间”活动的模式及实效性研究；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的实践性研究；体质健康

促进行动计划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农村体育场地塑胶化工程的推进与实施的研究；体育、

艺术教师职业标准的研究；有效增强学生体质健康研究；高雅艺术进校园的实践性研究；

戏剧进课堂的实践性研究；体育艺术 2+1 工程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中小学生营养及健康状

况调查研究；中小学体育卫生与艺术师资培养与培训研究；学生疾病防控及其应急救治体

制研究；学生健康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学生艺术素养培育研究；中小学生自我保护意

识的培养研究。 

10.学前教育、特殊教育 

农村幼儿园的建设与管理研究；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研究；家庭教育中的亲子和谐

互动研究；幼儿园开展安全教育活动的研究与实验；幼儿园校园文化建设的研究；幼儿园

课程、游戏、教育过程及其整合研究；幼儿教育社区、家庭教育资源利用研究；园本教研

制度与教研方式有效性研究；旧城改造和新区建设配套幼儿园建设模式研究；幼儿良好习

惯培养的研究；幼儿自主休闲活动指导的研究；幼儿情绪与行为问题的成因与干预的研究；

全纳教育理念下特殊儿童教育对策研究；残疾学生早期融合教育研究；残疾儿童少年随班

就读研究；特殊儿童随班就读的质量保障与评价研究；特殊教育学校课程教学研究；“入

园难、入园贵”问题探讨与对策研究；学前教育质量评估研究；幼儿园游戏教学研究；幼

儿园办学成本及经费供给保障机制研究；幼小衔接教育研究；幼儿园课程开发研究；学前

教育办园体制与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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