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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题负责人和课题组主要成员 

课题名称 《线上教学--依托信息技术助力学科核心素养与思政教育融合的研究》 

负

责

人 

姓    名 张海云 性别 女 职务 党务副主任 

办公电话 84375770 手机 13752047533 职称 一级教师 

工作单位 天津市东丽区丽景小学 任教学科 语文 

通讯地址 天津市东丽区万新街 电子邮箱 1145250591@qq.com 

 

主

要

参

加

者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承担任务 

张宇 天津市东丽区丽景小学 
教务副主任     

一级教师 论文集、案例集 

高芳 天津市东丽区丽景小学 
大队辅导员     

一级教师 
论文集、案例集 

杨鑫 天津市东丽区丽景小学 二级教师 论文集、案例集 

段学冬 天津市东丽区丽景小学 二级教师 论文集、案例集 

李彤霞 天津市东丽区丽景小学 
教务副主任     

一级教师 
论文集、案例集 

蔡文芳 天津市东丽区丽景小学 
德育副主任     

一级教师 
论文集、案例集 

李紫盈 天津市东丽区丽景小学 二级教师 论文集、案例集 

张钰钒 天津市东丽区丽景小学 二级教师 论文集、案例集 

王志飞 天津市东丽区丽景小学 一级教师 论文集、案例集 

张艳芳 天津市东丽区丽景小学 一级教师 论文集、案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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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参 

 

加 

 

者 

韩玥 天津市东丽区丽景小学 二级教师 论文集、案例集 

陈希 天津市东丽区丽景小学 二级教师 论文集、案例集 

李红琼 天津市东丽区丽景小学 二级教师 课题实施 

李帅 天津市东丽区丽景小学 二级教师 课题实施 

杜红霞 天津市东丽区丽景小学 一级教师 课题实施 

周洋 天津市东丽区丽景小学 二级教师 课题实施 

夏立强 天津市东丽区丽景小学 一级教师 课题实施 

杨阳 天津市东丽区丽景小学 一级教师 课题实施 

高卓颖 天津市东丽区丽景小学 一级教师 课题实施 

刘畅 天津市东丽区丽景小学 二级教师 课题实施 

陈亚丽 天津市东丽区丽景小学 二级教师 课题实施 

孙金策 天津市东丽区丽景小学 二级教师 课题实施 

陈卓思 天津市东丽区丽景小学 二级教师 课题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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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题设计论证 

·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课题研究的理论依据与研究假设； 

·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对象、研究方法；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实施步骤。（限 3000 字内）  
一、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课题研究的理论依据与研究假设 

（一）选题意义 

信息技术是教育教学不可或缺的辅助手段，具有灵活、趣味、便捷、醒目等显著特点。特别是在

特定条件下，只能采用线上教学时，更能凸显其现实性意义和价值。义务教育课程标准指出，需强化

课程综合性和实践性，推动育人方式变革，着力发展学生核心素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助于增

强国民政治信仰，提高国民的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促进社会治理的进一步完善与和谐社会的进一步

发展，特别要加强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时指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

基于核心素养发展要求，设立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加强学科间相互关联，带动课程综合化实施，强

化实践性要求。基于以上理念，在线上教学背景下，依托信息技术助力学科核心素养与思想政治教育

融合的实施研究就具有了现实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我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已经有 40 多年的历史，已进入成熟阶段。思想

政治教育学科是在改革开放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至今也已经发展了 40 多年。2015 年 3 月

30 日，教育部在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中提出了“学科核心素养

体系”这一新兴概念。而在小学阶段如何应用信息技术找到学科核心素养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点，

充分发挥学科育德、学科育人的功能，从而在小学实施课程思政，目前还没有系统的成熟的经验可循。 

（三）课题研究的理论依据与研究假设 

1.信息技术在学科素养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中作用的发挥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极大限度的调

动学生学习主观能动性；同时，能助力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加强学科间相互关联，带动课程综合化

实施，达到充分发挥学科育德、学科育人的功能。 

2. 通过本次研究，提升教师整合资源意识和利用信息技术制作课件辅助教育教学的水平和能力，

助力教师专业化成长。 

二、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对象、研究方法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1.线上教学：线上教学是以班级为单位组织授课和双向互动，主要以录播课为主，采取“录播（直

播）+线上答疑”的形式展开。 

2.信息技术助力：是教师利用计算机等多媒体信息化手段对文本、图像、图表、图形、声音、动

画、视频等多种信息综合处理，建立逻辑关系和人机交互，用来辅助教育教学。 

3.学科核心素养：2015 年 3 月 30 日，教育部在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意见中提出了“学科核心素养体系”这一概念。是学生或学者在本学科内所具备的基本专业素质，

这些素质是通过长时间的专业训练所形成的专业思维，通过这种思维促成基础知识的积累，增加基本

专业技能，形成专业基本经验，从而达到某门具体学科所要前进的基本目标。包括学科基础知识、基

本技能、基本经验、基本品质、基本态度等几个方面。 

4.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

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

德的社会实践活动。其目的是帮助被教育者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成为有

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 

（二）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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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师生 

（三）研究方法 

1. 文献研究法 

搜集信息技术助力学科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相关文献资料，了解国内外研究现状，并以

学科组为单位组织课题研究组成员学习交流，借鉴经验，把握研究方向。 

2. 调查研究法 

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梳理研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通过访谈、问卷、调查等手段对教师

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在学科核心素养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作用发挥上进行调查研究，为课题研究提供

依据。 

3. 观察法 

在研究展示的实施过程中观察学生的接受程度、知识掌握程度及能力提升程度，方便后续研究

的调整和改进。 

4. 案例研究法 

通过对个别案例的分析研究，总结经验，改进研究方法和策略，有利于把握更正确的贴近实际

的研究方向。 

5. 经验总结法 

在课题研究过程中，不断交流、反思、打磨，最后形成比较成熟的经验总结，循环往复，直至

结题。三、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实施步骤 

（一）研究目标 

1. 在疫情防控阶段，有效利用信息技术助力线上教学，达到培养学生学科核心素养和思想政治

教育整合提升，以期成熟后作为范本应用到今后教学中。 

2. 提升学校教师利用信息技术制作课件辅助教育教学的水平和能力。 

3. 借助本次研究，提升教师整合资源意识，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与学科素养一起提升，以期达到

润物细无声的目的。 

（二）研究内容 

线上教学背景下，运用信息技术在各学科的学科核心素养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效融合方面进行的

实施研究。 

（三）实施步骤 

第一阶段：起始阶段（2022 年 4 月---2022 年 5 月） 

1.成立课题研究领导小组，撰写课题研究方案，建立研究制度，撰写开题报告，填报课题立项申

请书。 

2.召开课题研究培训会，明确职责分工及研究阶段和研究内容。 

第二阶段：实施阶段（2022 年 6 月---2024 年 2 月） 

1. 组织实施阶段第一次培训，按照培训要求和指导撰写案例、制作课件。 

2. 线上教学，进行经验交流和分享 

3. 组织实施阶段第二次培训，结合经验交流和分享，修改案例和课件 

4. 撰写阶段成果论文 

5. 撰写课题中期报告 

第三阶段：结题阶段（2024 年 3 月---2024 年 4 月） 

1. 梳理课题成果（案例、课件、论文），形成档案集。 

2. 总结经验，撰写结题报告。 

3. 课题成果展示以及申请课题结题验收。 

4. 组织召开结题会议。 



 

 

 5 5 

三、完成课题的可行性分析 

·已取得相关研究成果的社会评价（引用、转载、获奖及被采纳情况），主
要参考文献（限填 10 项）； 
·主要参加者的学术背景和研究经验、组成结构（如职务、专业、年龄等）； 
·完成课题的保障条件（如研究资料、实验仪器设备、配套经费、研究时
间及所在单位实验条件等）。（限 1500字内）                                                

一、已取得相关研究成果的社会评价，主要参考文献： 
【1】《浅谈多媒体在思想品德教学中的应用》 [J]. 丁红香.考试(教研版). 2012(03) 

【2】《多媒体让思想品德教学“活”起来》 [J]. 王立杰.中国信息技术教育. 2011(09) 

【3】《品德课与多媒体教学的探索》 [J]. 陈万勇.成才之路. 2010(12) 

【4】《信息技术支持下的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与实践研究》 [D]. 张世珍.西北师范大学.2020年 

【5】《运用微课将信息技术与课程思政有效融合》 [J] .王晨曦.中国信息化.2021(10) 
【6】课程思政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互联网+新技术概论》课程思政教育的研究与实践——校

级课题[J]. 侯磊 王滢 郭艳梅.高等教育. 2019(10) 

【7】《小学思政教育与学科教学深度融合研究》 [J]. 方强.家长. 2020(21) 
【8】《多媒体信息技术对“立德树人”语文教学的效率提升》 [J].王建烨.数字通信世界. 

2020(07) 
【9】《讲好战“疫”故事,培育学生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以“战‘疫’大考,彰显中国力

量”网课为例》 [J]. 杜骏. 现代教学. 2020 (10) 
【10】《核心素养背景下思政教育在高中地理教学中的渗透》 [J]. 刘永胜. 智力. 2021(34) 

【11】《核心素养视阈下课程思政在高中物理教学中的融合探究》 [J]. 黄全安 郭洋.物理教学. 
2021,43(08)  

二、主要参加者的学术背景和研究经验、组成结构 
课题主要参加者 23 人，大学本科学历 23 人，平均年龄 35，占学校教师总数 49%，其中一级教

师 11 人，二级教师 12 人，区级学科带头人 6 人，校级骨干教师 17 人，均为学校一线教师。 

张宇，40 岁，教务副主任，小学语文区级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多次主持、参与区级课题，
论文多次获得市区级奖励，目前正在主持课题《信息化背景下减负增效的实践研究》，正在参与市、
区级说课研究活动。 

高芳，37 岁，大队辅导员，数学骨干教师，天津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论文多次获得市区级奖
励。 

杨鑫，36 岁，英语学科骨干教师，曾参与课题《运用信息技术构建自主学习课堂的实践研究》，
执教《Lesson35》获得东丽区小学信息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优秀课评比三等奖，多篇论文获市、区级
奖励。 

段学冬，31 岁，语文学科骨干教师，多篇论文获市、区级奖励；目前正在参与课题《信息化背
景下减负增效的实践研究》，正在参与区级说课研究活动。 

李彤霞，34 岁，党务副主任，数学学科骨干教师，多篇论文获市、区级奖励；近期参与了区级
线上数学与思政融合研究展示课《单式折线统计图》。 

蔡文芳，39 岁，德育副主任，小学语文区级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多篇论文获市、区级奖励；
多次主持、参与区级课题。 

王志飞，39 岁，小学体育区级学科带头人，援甘教师，多次参与区级课题，并撰写、发表有关
信息技术相关论文。 

其余成员均为一线教师 

三、完成课题的保障条件 
1.组织保障：成立了课题研究领导小组，组织架构健全，职责分工明确。 

2.制度保障：建立健全课题研究相关制度，确保研究资料、网络设备、配套经费、研究时间等研
究条件有法可循、有法可依，保障课题研究的各个阶段顺利进行。 

3.经费保障：经过研判，本次课题研究，经费花销不大，采取课题组成员自筹的方式落实。 

4.资料保障：把知网、百度文库及报刊杂志等线上、线下资源作为后备资源库。 

5.研究能力保障：邀请名师、教研员进行指导，把握研究方向。 

综上所述，我们拥有一支高素质、有课题研究经验，以及各项保障措施完备的研究团队，同时，
我们的研究成员一直在积极参与市、区级课题研究及各项共同体活动，始终处在教科研前线。线上
教学期间，我校线上教学质量处于全区前列，优课多，质量高，多次得到上级领导的肯定和表扬，
具备了课题研究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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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预期研究成果 

阶 段 性 主 要 成 果 （限 报 10 项） 

序号 
研究阶段 

（起止时间） 
阶  段  成  果  名  称 成果形式 负责人 

1 2022.9-2023.12 优秀案例 案例集 
张宇、高芳、

杨鑫、 

2 2022.9-2023.12 中期报告 研究报告 张海云 

3 2022.9-2024.2 课题论文 论文集 
张宇、高芳、

杨鑫、 

     

     

     

最 终 研 究 成 果 （限报 4 项，其中必含结题研究报告） 

序号 完成时间 最  终  成  果  名  称 成果形式 负责人 

1 2024.2 课题档案集 档案 张海云 

2 2024.4 课题结题报告 结题报告 张海云 

     

     

预期的主要成果 A.专著  B.论文√ C.研究报告√ D.工具书  E.其它√ 

预期完成时间 202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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