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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说  明 

1、学校所有申报的教科研课题均要填写此表。 

2、申报人不需填写“项目类别”和“编号”。 

3、本表用计算机打印或钢笔认真准确地填写，一式三份。 

 

 



 

一、课题研究人员基本情况 

主持人 

姓 名 
徐鸣  性别 男  民族  汉 

出生 

年月 
1981 年 11 月 

行政职务   
专业技

术职称 
 中学一级 

研究 

专长 
语文  

最后学历 大学本科 最后学位  学士学位 

工作部门 皖江职业教育中心学校语文研究室  联系电话 13866834523  

邮政编码  243100 
通讯地址 马鞍山市新城东区霍里山中路326号  

电子信箱 xm198111@sina.cn  

课题组成员基本情况（不含主持人） 

姓名 
专业技术

职称 
工作单位 

研究 

专长 
在课题组中的分工情况 

张敏 中学高级 皖江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语文 
参与“车间化”教学语文课程方案
的拟建 

张业顺 中学高级 皖江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语文 
参与“车间化”教学语文校本教材
开发的研究 

江伟 中学一级 皖江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语文 
参与“车间化”教学管理与评价改
革的研究 

宋竞 中学一级 皖江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语文 参与“车间化”教学课例实践研究 

袁忠心 中学一级 皖江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语文 参与“车间化”教学课例实践研究 

洪学华 中学一级 皖江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语文 
参与“车间化”教学管理与评价改
革的研究 

李莉 中学一级 皖江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语文 
参与“车间化”教学语文校本教材
开发的研究 

陈迎平 中学二级 皖江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语文 
参与“车间化”教学语文课程方案
的拟建 

 



 

课题主持人申报课题之前曾担任过哪些教育科研项目研究，完成情况如何 

课题级别 课题名称 批准时间 在课题中的分工 完成情况 

          

论文或著作名称 出版部门或发表报刊 日期 

 《浅谈如何提高中职语文课堂教

学的实效性》 
市教育局职教教研室  2008.9  

《中职“疯狂语文”教学法的实

践探索》 
市教育局职教教研室  2012.9  

      

      

      

      

      

      

      

      

发

表

或

出

版

的

主

要

论

文

或

著

作 

      

 

 



二、课题设计论证 

1．选题：本课题研究现状述评，选题的意义。2．内容：本课题研究的主要思路（包括视
角、方法、途径、目的），重要观点。3．价值：本课题创新程序，理论意义，应用价值。
4．研究基础：已有相关成果，主要参考文献（限填 10 项）。（请分 4部分逐项填写，限
2500 字内，可附页） 
一、选题：本课题研究现状述评，选题的意义。 
1、课题提出的背景及实践意义 

《中等职业学校语文教学大纲》指出语文教学的任务是：“指导学生正确理解与运用祖
国的语言文字，注重基本技能的训练和思维发展，加强语文实践，培养语文的应用能力，
为综合职业能力的形成，以及继续学习奠定基础。”这就决定了中等职业学校在语文教学
过程中必须充分注重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与提高，但长期以来，由于受普通教育教学模式
的影响，许多中职学校在语文教学中仍沿袭传统学科课程的教学模式，教学过程中虽也有
综合实践活动环节，但仍偏重于学科理论体系的完整传授，理论和实践严重脱节，大大降
低了学生的学习效率与学习兴趣，而“车间”化教学模式打破了传统的理论与实践、文化
课与专业课教学的界限，将文化基础课和专业实训课教学有机地融为一体，从感性认识入
手,加大直观教学的力度,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成为培养具备综合职业能力人才科学有效
的教学模式，是适应中职学生实际的一种有效教学模式。 
2、本课题在国内外同一研究领域的现状 

“车间化”教学是实践教学的一种组织形式，是顺应目前职业教育发展而产生的一种
新型教学方法，国外像德国、美国很早就开始了相关的探索，国内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年
来也开始逐渐认识到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并积极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如浙江师范大学职业
技术学院的《中职学校“车间化”教学的探索》；湖南汨罗职业中专学校的《中职机电专
业实施理实一体教学模式的尝试》；江苏溧阳中专的《中职“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的实
践研究》等，以上这些论文及课题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展开了中职语文实践教学的研
究，对本课题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当然目前国内对“车间化”教学的研究主要还是以
专业课为主，在语文等文化基础课中进行“车间化”教学的研究在国内还不多见。 
二、内容：本课题研究的主要思路（包括视角、方法、途径、目的），重要观点。 
1、研究目标 
1）构建体现“车间化”教学理念的语文课程方案。 
2）“车间化”教学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研究。 
3）“车间化”教学的课例实践研究。 
4）“车间化”教学管理与评价改革的研究 
2、研究内容 
1）构建体现“车间化”教学理念的语文课程方案 
传统的将中职理论课程分为普通文化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三大块的课程模式已不 
能适应职业教育的发展，教师的教学理念不能总是停留在纯理论知识的讲授上，这样只能
培养“压缩饼干式”的人才，我们要对现有的语文课程进行整合，形成综合实践课程，如
将中职语文三个模块的内容进行整合，形成《应用语文》综合课程，这样更有利于“车间
化”教学的实施。 
2）“车间化”教学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研究 

编写“车间化”校本教材是实施“车间化”教学的基础。教材是教师讲课、学生学习
的主要依据和信息来源，没有好的“车间化”教材就很难取得良好的“车间化”教学效果，
现在很多教师依然沿用传统的中职语文教材实施教学，由于这些教材过多强调理论的全面
性和系统性，呈现的内容与实际工作相关性不高，在真正的“车间化” 教学过程中很难派
上用场，着力编写一批适应于“车间化” 教学的教材已是迫在眉睫，本研究力图在汽修、



旅游及烹饪等专业“车间化”语文校本教材的开发上取得突破。 
3) “车间化”教学的课例实践研究 

根据不同专业职业面向的岗位特点，教学方法的选择主要是以项目教学、任务教学、
示范教学、情境教学为主要形式，教学设计的重点是降低学生学习语文的难度，提高学习
的效率，同时在语文学习的过程中提升自己的专业实践能力。 
4) “车间化”教学管理与评价改革的研究 

“车间化”教学与传统的语文课堂教学有较大的区别，其在教学环境、教学组织方式、
教学计划的实施、考核评价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变化，学校对教师的备课、教案、教学准备
内容、作业等管理要求要与之相适应，有利于教师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学生学习评价手段
要从单一的一张试卷向理实结合的综合评价手段转变，评价主体从单一的教师评价向学生
自我评价、小组互评等主体转变，评价的方式从终结性评价向过程性评价方式转变。 
3、研究方法 
1）教育调查法：课题组深入不同专业学生个体，就学生需求进行调查，确定“车间化”教 
学的相关课程及教学要求。 
2）文献资料法：课题组广泛收集整理有关理论、文献资料、上课视频，指导老师的实践， 
进行经验交流。  
3）行动研究法：在汽修、旅游、烹饪等专业的语文课程中开展“车间化”教学实践，形成 
有一定推广价值的教学范式，创建“车间化”的教学环境与平台。 
3、研究途径 

开设研究课、示范课，组织教师培训，与学生定期交流体会，撰写发表专题论文及开
发相关校本教材、课例等。 
三、价值：本课题创新程序，理论意义，应用价值。 
1、创新程序 

首先在了解本校汽修、旅游与烹饪等专业培养目标的基础上，针对学生专业特色中与
语文相结合的内容进行教学内容的渗透、整合，制定课程方案，其次借鉴已有成果，结合
学校特点，制定“车间化”的教学管理规范与评价改革方案，最后以国家示范校建设为契
机，开发语文“车间化”教学的校本教材，同时在汽修、旅游等相关专业中确定三至四个
班级，开展就业导向的“车间化”教学实践，并形成有推广价值的教学范式。 
2、理论意义，应用价值 
    该教学模式旨在让语文教学与专业实训教学互相嵌合，形成合力，一方面，本课题的
研究将有利于完善学校教学改革背景下的教学管理与评价制度；另一方面，教师将文化理
论知识应用于实训教学中，让学生在学中做、做中学，这种方式可大大激发学生学习的热
忱，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边学边练边总结，能达到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提高教学
效果与教学质量，其“车间化”教学实践所形成的实践范式将为其它文化课教学提供有价
值的借鉴；第三是通过实施“车间化”的教学，可以实现提高语文教师的专业意识，从而 
逐步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双师型”师资队伍。 
四、研究基础：已有相关成果，主要参考文献 
1、已有相关成果 
    小组成员有多篇专业性论文获省、市一二等奖，如张敏老师的《浅谈中职语文教学培 
养学生职业素养的途径》；江伟老师的《在中职语文教学中渗透职业生涯教育》均获得省
二等奖，并且还有多名教师指导学生在国家、省、市等各类征文、演讲竞赛中获奖。 
2、参考文献 
（1）朱亮德《中职“课堂车间化 车间课堂化”专业教学模式探讨》《现代教育》2011.8 
（2）夏颖  《中职学校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研究》《职业时空》 2012.12 
（3）马陈蔚《“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下中职语文教学之我见》《管理学家(B)》2011.9 



三、完成课题的条件和保证 

负责人和主要成员曾完成哪些研究课题；研究成果的实践价值；完成本课题的研究能

力和时间保证；资料设备；科研手段等。 

1、本课题负责人是从教多年、具有一定教育教学经验的一线教师，教学业务能力强，具有
较高的科研水平，曾在安徽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及语文规范知识大赛中荣获一等奖
（评审单位：安徽省教育厅；安徽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安徽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开设过多次校级以上公开课，并有多篇论文在市级论文评比中获奖。 

2、参与本课题研究的成员均为学校年轻有上进心的一线语文教师，其中全国中职学校“文 
明风采”大赛优秀辅导教师4名，马鞍山市“县（区）级教学能手”一名，马鞍山市“优
秀班主任”一名，文学硕士一名。 

3、学校的图书信息中心藏书万余册，期刊百余种，有良好的教学实验和电教设施，校园网 
资源丰富，师生与外界社会联系十分便捷，校内外的实验实训基地为课题研究的开展提
供有利条件。 

4、课题组成员愿意精诚合作，牺牲业余时间为课题的完成而工作。 
5、校领导大力支持本课题研究，经费有保障。 
6、每周一次教研，每次教研有主题，每月一次研究总结。 
7、实行”课题研究滚动制管理”，对不进行实际研究和研究力度不够者实行末位淘汰。 

 



四、研究计划 

1．主要研究阶段及阶段性研究目标 

主要研究阶段 
完成时

间 
课题组成员分工 阶段成果形式、数量 

组织阶段（开题、分配 
任务） 

2013．4 
| 

2013．8 

成立课题组，确定课题的研究 

方向，收集相关资料信息，完

成课题申报工作；每个成员上

好公开课及专题讲座。 

校级公开课5节，市级 
精品课一节，马鞍山市 
级以上获奖论文2篇， 
学习心得每人一篇。 

实验阶段（课题实践） 
2013．9 

| 
2014．3 

课题组开会，分析“车间化” 
教学进展情况，形成专业导向 
下的《应用语文》综合课程体 
系框架；主持人召开研讨会， 
布置课题下阶段工作。 

开发基于专业导向下 
的“车间化”教学校本 
教材及课例，校级公开 
课5节，论文发表1篇以 
上，每人一份学习笔 
记。 

中期认证，探索阶段 
（提高） 

2014．4 
| 

2014．8 

主持人和课题成员负责，及时 
进行交流研讨，请研发中心有 
关领导指导、评估，改进下阶 
段工作。 

校级公开课5节，“车 
间化”教学校本教材2 
本，获奖论文3篇，每 
人一篇教学反思。 

总结鉴定，收获阶段 
（总结、申请专家评审） 

2014．9 
| 

2015．4 

主持人和课题成员负责，总 
结课题，组织研究成果鉴定 
会，请专家考查、论证、验 
收，进行定性、定质分析。 

校级公开课5节，基本 
功竞赛1人次，获奖论 
文3篇，每人一篇教学 
反思。 

2．最终研究目标和最终完成时间 

最终研究成果形式和数量 预期达到的目标 承担者 

1、课题组成员每人至少 2节 
校级以上公开课， 
2、课题组成员有 5篇以上论 
文在马鞍山市以上获奖，每
学期1篇围绕课题教学心得。 
3、开发 4份基于专业导向的 
“车间化”教学课例。 
4、学生学习成果展示（两期） 
5、“车间化”语文校本教材 

2 本 

1、展示探索结果，成员之间交流教
学方法。 

2、提高自身科研水平，充实教学过
程工作化，工作过程教学化的理
论学习。 

3、教学过程工作系统化，开发电子 
教学课例。 

4、体现学生综合职业能力。 
5、提高语文“车间化”教学效果。 

课题组成员 
  
课题组成员 
  
  
课题组成员 
  
教师指导的学生 
课题组成员 
  

本课题完成的时间： 

2015．4 

 

  



五、评审意见 

 1．课题主持人所在研究室意见 

  

  

同意申报 
  

  

                               部门盖章   负责人（签字）：徐鸣  

2013 年   4 月  5 日 

  

 2．学校研发中心审核意见 

  

  

  

  

  

                               部门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3．学校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