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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素养的实践研究 
批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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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负责人 董俊华 所在单位 天津市东丽区滨瑕小学 

中期报告要点（研究工作主要进展、存在问题、下一步计划、可预期成果等，可加页） 

自课题立项进入正式研究阶段以来，课题研究主要做了一下工作： 

1. 自课题被批准立项后，课题组全体成员召开了开题会，分管教科研的校领导到

会讲话，课题聘请的校内专家对课题研究提出了希望和要求。 

2.认真学习，熟悉研究过程 

组织课题组成员认真学习《义务教育课程标准》，积极组织课题组成员参与市区级

教研活动，六周期培训，国培学科培训，确定研究专题，为每位课题组成员制定分配

研究任务，并对标对表完成研究目标。 

3.重视实践，开展学习研究 

我们结合可以研究，以英语阅读为研究内容，立足日常课堂教学，通过六周期培训、

国培计划培训、聘请天津市教科院教研员张宏丽老师，河北区教师发展中心教研员张

建强老师、红桥区教师发展中心王茂强老师分别开展英语、语文、数学专场讲座。同

时开展滨瑕小学常态课教学评比活动，组织常态课教学做课展示，听课，评课活动。

通过滨瑕小学“美丽课堂”评价标准的实施，在日常教学中注重对学生的学科核心素

养的培养。所有课题组成员在日常教学中积极观察学生的核心学科能力方面的变化，

有计划，有针对性地调整教学策略和教学进度，对学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4.积极开展教学研讨和教学改革。 

立足滨瑕小学原有的美丽课堂模式，课题组成员积极参与课程改革，课题组成员中

高级教师 2人；有市级骨干教师 1人；1人为市级中心组成员、3人为东丽区区级 2人

为东丽区小学英语学科兼职教研员；3人为东丽区区级骨干教师；6人为东丽区校级骨

干教师。成员中多位教师在市区级教学研讨中崭露头角。设立固定的研修日，每周一

次，进行课题专业研讨。针对课题的进展和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和梳理。

学生通过特色作业，课堂笔记，手抄报等方式不断提升能力，内化提升。 

5.开辟特色活动，满足学生的个性化成长。 

课题组教师结合自己的专业开设特色课堂活动课程，并积极带领学生参加国家，市

区级英语核心素养-英语演讲、配音、绘画等活动；学生在歌唱、绘画等多方面取得了

优异的成绩。 

6.课题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课题组成员立足常态课堂，着眼学生的核心素养提升，大胆进行课堂改革，在课堂

教学评比、创新作业布置、论文评比等各项比赛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课题负责人董

俊华老师的课例《Gulliver’s Travels》获得东丽区信息技术与教学融合创新评比活

动三等奖，董凤丽老师获得指导教师奖；董俊华老师参与东丽区学科教学资源制作一

节，并做东丽区滨瑕共同体展示课一节，指导学生温吉梁、宋一萱获得天津市“小小

演说家”活动获得三等奖，李全庆，刘志满，翟浩博，田佳玮，李博雅，李博文获得

优秀奖；董俊华老师的学生王永熙创作的歌曲《喜迎二十大童谣联唱》获得天津市网

络歌曲联唱优秀奖；李全庆，张凤鸣，郭庆林，刘志满获得全国少年儿童创作比赛优

秀奖，董俊华老师获得指导教师金奖在天津市首届“金太阳杯”小学生英语配音活动

中，59位同学获得市级评比一二三等奖。董俊华老师获得优秀指导奖,董俊华老师做线

上教学区级专题讲座；冯敏老师撰写的论文《新冠疫情冲击下的信息技术学科网络教



 

学-以计算机编程教学为例》获得东丽区信息技术与教学融合创新活动区级二等奖；论

文《运用信息技术手段促进在线编程教学效果》在天津市教学技术论文活动中，被推

荐为市级示范作品；许金晓老师教学课例《用字母表示数》获得区级二等奖，撰写的

论文《希沃白板助力小学数学课堂有效教学的实践研究》获得区级三等奖《用字母表

示数》获得市级研讨作品；王翠清老师制作的课件《位置与方向》获得区级一等奖；

刘宝全老师指导的学生张羽宸撰写的作品《墨梅》，周欣培同学撰写的《石灰吟》获得

东丽区中小学“党史在我心”书法作品网络展播活动中荣获二等奖；姚梓墨同学撰写

的作品《墨梅》，李雨哲同学撰写的作品《青松》获得区级三等奖的好成绩。黄翠玲老

师指导的学生在东丽区第 36届文艺演出中获得合唱区级一等奖；市级三等奖；并代表

东丽区参加市级展示。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部分成员的工作积极性还需加强。由于成员都工作在一线，平时工作任务较忙，

加之疫情不可抗力的影响，导致研究工作相对滞后，相信经过统一认识，会有所改观。 

2.部分成员的科研意识和理论水平有待加强。学习能力和学习态度是保证科研进行

的重要保证。但是少数成员的研究方法相对过于简单，思想认识还有待提高。 

3.课题负责人的理念还需要进一步转变，理论和组织协调能力还亟待提升。要进一

步探索线上线下各学科有效教学的研究，并积极进行归纳总结，这样才能产出更多的

优秀的科研成果。 

4.我们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对学生核心素养能力进行研究，但是由于自身科研能力不

足，尤其是缺乏理论的支撑和专家的针对性引领，研究成果比较浅显，不能全面，系

统，深刻地进行总结和概括，有待将教学方法作为系统化案例进行梳理和总结。 

5.研究工作缺乏完整的评价体系来进行检验。如何对研究结果做出合理、科学、更

加具有效度的分析，将是今后一段时间的努力方向。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1.针对尝试“教-学-评”一体化标准再次梳理，找出存在的问题，提出修改意见，

进行较为具体的经验交流，形成可行的符合我校特色的符合双减形式下小学各学科教

学模式。 

2. 组织教师继续进行理论学习，通过多种途经，提高教师的科研能力和教改意识。

组织教师针对教学中出现的问题撰写围绕课题内容的科研论文，全面开展好深化专题

研究。全体成员需要全方位提升自身的科研理论素养，提高教育科研专业水准。 

3.进一步加强课堂改革，围绕进一步提升学生核心素养的研究，在教学中进行不

断总结反思，形成有滨瑕特色，东丽有一定影响力的教学模式。使学生具备一定的创

新能力和思辨能力的高素养学生。 

  4.注重过程性材料的积累，夯实过程研究档案。课题研究成果需要大量的过程性材

料支撑，全体课题组成员要注重过程性材料整理归纳，分工明确，归类科学，整理规

范，内容充实，观点鲜明。 

四、可预期成果： 

 （一）认识成果 

  1.促进教师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的转变，尊重文本，尊重学生的个性和能力的学生

观。在教学中不断总结，不断创新，不断发展。 

  2. 促进教师从教学理念到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途经，评价体系等方面重新认识，把

开发学生的能力与学习策略的培养相结合，采取启发式教育方法，强化学生在学科均

衡发展的前提下的自主学习能力和主体地位的发展。 



 

（二）实践成果 

1.培养学生的学习策略。随着科研的不断深入，教学能力的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

不断提升，学习能力逐步形成，学习习惯逐渐养成。 

   2.通过本课题的研究，立足常态课堂，探索用正确的适宜的阅读策略进行阅读能力

提升，提供解决具体问题的思路和可操作的方法，深入落实新课程标准的要求，深刻

领会党的二十大的精神，拓宽教师的教学思路，拓展学生的学习能力。 

3.通过本课题的研究，使得我校的各学科教师得到锻炼，增强了教学科研的意识，

提升科研能力，掌握更多的科研方法，学到经验，坚定信念，同时也增强各学科教师

的教学工作能力。 

2023年 3月-5月完成《双减背景下以信息技术提升小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实践研究》

课题中期报告撰写和阶段成果汇总整理。 

2023年 6月-2023年 12月《双减背景下以信息技术提升小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实践研

究》论文集和教学案例集，学生成果集完成。 

2024 年 1 月完成《双减背景下以信息技术提升小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实践研究》结题

报告。 

预期社会效益：本课题的研究，可提升教师的科研水平及实践工作能力，同时通过在

双减背景下以信息技术提升小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实践研究为主题的研究模式下，探

索新形式下课堂教学的创新模式构建，形成一套富有学校特色值得推广的教学模式。 

 

 

 

 

 

 

 

 

 

 

 

课题主持人签名： 

2023  年 4  月 18  日 
课题所在单位意见： 

该课题研究目标明确清晰，方法适当，工作扎实，管理规范，资料详实，成效显

著，完成了预期的研究任务。建议在今后的研究中课题组成员更加积极投入，争取产

出更多的优秀成果。 

 

                           盖章： 

 

                                                     2023  年 4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