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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安徽省级课题《中职学校德育创新的实践性研究》开题报告 

一、开题活动简况（开题时间、地点、评议专家、参与人员等） 
1、时间：2010年 12月 14 日   下午 2：40——5：00 

2、地点：马鞍山市职教中心五楼会议室 

3、评议专家：职教教研室领导（徐震、王诚）、学校领导 

4、参与人员：学校领导、课题组组长及所有成员 

课程名称 中职学校德育创新的实践性研究 

姓 名 性别 年龄 行政职务 专业职务 工作单位(联系电话) 

胡常海 男 1972 年 校教科研负责人 中学高级 

马鞍山市职教中心 

办公：0555-2822438 

手机：13955569610 

课

题

负

责

人 
滕培定 男 1956 年 校   长 中学高级 办公：0555-2819566 

姓 名 性别 年龄 行政职务 专业职务 工作单位 

课

题

组

主

要

成

员 

滕培定 

徐基来 

陈  玲 

唐述霞 

陈 林 

胡文娟 

赵晋萍 

齐水龙 

男 

男 

女 

女 

女 

女 

女 

男 

1956 年 

1965 年 

1970 年 

1969 年 

1981 年 

1976 年 

1966 年 

1969 年 

校   长 

教务处主任 

学生处主任 

年级组长 

财会教师 

财会教师 

教务员 

实训处 

中学高级 

中学高级 

中学高级 

中学高级 

中学一级 

中学高级 

中学一级 

中学高级 

马鞍山市职教中心 

（经济技术学校） 

 

5、议程： 

①介绍到场领导与专家 

②滕培定校长致开题辞 

③课题组组长胡常海、凌玲陈述课题开题报告 

④课题论证组专家论证和指导（徐震、王诚等） 

⑤课题组全体成员与专家合影 

二、开题报告要点（题目、内容、方法、组织、分工、进度、经费分配、预期成
果等，限 3000字，可加页）                                                                             
1、题目：中职学校德育创新的实践性研究 

2、内容： 

（1）本课题的研究内容： 

第一，研究和制订学校对班级德育工作管理水平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以形成学校对

班级德育管理的导向机制。 

第二，通过学生德育量化管理的研究和实施，更好地发挥班级对学生发展的积极作用；

通过每月一评的公开化学生德育工作量化考核结果，让每个学生和学生干部都意识到自己的

工作重要性，公平公正的发挥学生及干部的职能；更新班主任、全体教师的教育观念，提高

班主任工作水平，结合典型案例分析、经验总结等方法，寻找班级管理中实践的、直接的操

作性理论，从而推动我校素质教育不断地向更高层次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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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以校为本，校企合作，构建学校德育工作体系和途径，学校德育工作的共性存在

于一个个具体的个性之中，以学生实际、学校实际、企业实际为出发点制订整体规划，针对

不同年龄阶段的不同心理特点及性别差异，构建不同的德育网络体系，力求使整体规划具有

科学性、规范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从实践中探索行之有效的德育活动操作方案，增强德

育工作的实效性。具体如下： 

A、构建生活化和职业化为主要内容的德育体系； 

B、构建“三位一体”的育人通道。“三位一体”的育人通道是指：常规教学渗透、校园

文化熏陶和企业文化浸润。 

C、构建德育引导与心理解惑相联系的工作载体和沟通模式。 

D、构建以培养职业操守为阶段性目标的德育实践流程。 

E、构建与职业需要相适应的德育评价机制。 

（2）本课题的研究假设： 

本课题主要研究中职学校德育创新的实践性研究，形成我校创新特色的德育工作途径与

方法，并且全面推行与实施，塑造一个良好、健康、和谐、向上的校园环境。 

第一，开展阶段性教育，强化养成教育。 

第二，开展交叉式教育，强调常规教学渗透、校园文化熏陶和企业文化浸润。 

第三，开展强化式教育，强化就业教育，建立“生活教官”制度。 

第四，构建德育途径创新的实践流程。 

第五，构建德育创新的评价机制。 

（3）本课题的拟创新点： 

A、创新运用“德育千分制”的管理模式。B、创新运用“谈心”与“谈话”的教育模式。

C、创新运用全员育人值班的深化模式。D、创新运用校园文体节活动的开放模式。 

E、创新运用“三位一体”育人通道的渗透模式。 

3、方法： 

调查报告、实际调研、教练结合、撰写论文、合作交流等。 

（1）本课题的研究方法： 

问卷调查法、行动研究法、案例分析法、数据统计法、定量与定性分析等 

（2）本课题的技术路线： 

（A）专家指导；（B）技术顾问支持；（C）校企专家合作；（D）科研人员协作研究。 

4、组织和分工： 

（1）赵晋萍、滕培定负责《序列主题活动与学生个性和人格发展》的研究 

（2）陈玲、王年贵负责《“德育千分制”的管理模式》的研究 

（3）徐基来负责《“全员育人”值班深化教育活动》的研究 

（4）唐述霞、齐水龙负责《“谈心谈话”教育活动与个人品质形成》的研究 

（5）杜娟、陈林负责《学生行为品质在校园文体活动中的体现》的研究 

（6）胡文娟负责《“三位一体”育人通道的渗透模式》的研究 

（7）胡常海负责《中职学校德育途径的实践性创新研究》课题总结报告的研究 

5、进度： 

（1）准备阶段： 

2010 年 4 月---2010 年 9 月为第一阶段——调研阶段： 

（2）实施阶段： 

2010 年 10 月---2011 年 10 月为第二阶段——实施阶段： 

（3）结题阶段： 

2011 年 11 月---2012 年 12 月为第三阶段——结题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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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经费分配： 

课题经费全部来自学校，科研经费有充足的保障。在研究过程中，学校自筹经费一万元

投入此项课题研究，经费主要用于培训德育工作者，课题研讨、经验交流、参观考察、调查

研究、资料费等开支。  

7、预期成果： 

（1）阶段成果形式 

①序列主题活动实践与研究论文。（2011、7） 

②“全员育人”值班深化教育活动总结分析表和研究报告。（2011、9） 

③“谈心谈话”教育活动与个人品质形成分析表和研究报告。（2011、11） 

④“德育千分制”管理模式方案的制定与实施情况研究总结和实验报告。（2012、1） 

⑤“校园文体节”活动的开放德育模式研究总结与分析报告。（2012、3） 

⑥中职学校德育途径创新研究的新特点及方案论文及研究报告。（2012、5） 

（2）最终成果形式 

①中职学校德育途径实践流程研究论文与研究报告（2012、9） 

②“三位一体”育人通道的渗透模式实践与研究报告（2012、10） 

③《中职学校德育途径的实践性创新研究》课题的研究报告（2012、12） 

三、专家评议要点（侧重于对课题组汇报要点逐项进行可行性评估，并提出建议，
限 2000 字） 

徐震主任论证和指导 
一、《中职学校德育创新的实践性研究》这个课题研究与国家教育行为非常合拍，具有针对

性、实效性和指导性。《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行动计划》（2010——2012）在第 14 条提出：

贯彻六部委《关于加强和改进中职学校思想道德教育的意见》。 

1、遵循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拓展德育途径，丰富德育内容，创新德育载体，改进

德育工作的方式、方法，增强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时代性和吸引力。 

2、充分发挥共青团在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中的作用。 
3、推动学校普遍开展艺术节、文化节、技能节和运动会，促进工业文化进校园，企业文化

进课堂。 
二、职业教育是培养产业工人和现代农民的一个主渠道，本课题的研究要重在创新和实践性

研究，一定要有案例过程。 
1、构建生活化德育体系。 
    德育生活化就是让学生感到德育可亲、可近、可用，快乐；就是让学生在德育实践中学

会做人做事，学会交往，学会适应社会；就是把书本上抽象的道德价值理论与道德规范知识

转化为受教育者的举止言行，成为其日常生活的行动指南。 
2、构建职业化德育体系。 

德育的职业化，就是按照职业人要求，对学生进行职业化训练。一是加强职业化工作形

象训练。通过职业化仪表、职业化礼仪、职业化语言训练把学生训练成一看就觉得“像这一

行人”。二是加强职业化工作态度训练，训导学生“用心把事做好”，就是强调敬业、执行力、

追求卓越和团队意识。三是加强职业化工作道德，就是要求学生做到忠诚、诚信和遵守规则。 
3、构建与职业需要相适应的德育评价机制。 

德育不再是软任务，而应当是可量化的硬指标。在构建德育评价标准机制方面，首先是

转变观念，改变心智模式。其次是优化评价内容。除了关注学生在学校的纪律状况，心理状

况、学习状况和个人表现外，还把劳动态度、生产效率、职业习惯、师德关系、设备养护与

职业需要相关的内容列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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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诚副主任论证和指导 
一、课题开题及要求。 
1、组织开题会的意义。宣布——课题的立项和开题；宣传——研究的意义与价值；论证—

—研究计划的可行性；培训——课题组成员；自我约束；寻求支持。 

2、开题前准备。 

3、课题的进一步论证。 

4、制定完善的计划。 

5、研究计划的一般内容。 

6、开题报告的内容。 

①课题研究的背景；②研究的理论基础与事实依据；③课题研究的价值（创新之处、理

论意义、实践价值）；④课题研究的预期结果与成果；⑤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⑥课题研究

的方法、措施与进度安排；⑦课题研究的组织机构与分工；⑧课题研究的基础（研究条件、

已有成果、文献资料） 

二、课题选题非常好，切合实际，符合课题研究的六个原则：方向性、现实性、可行性、新

颖性、效益性和科学性，特别指出课题研究要与学生的实际相联系，要有推广意义，认为该

课题研究紧紧抓住了当今职业教育发展的核心和关键，符合大的背景：教育部新颁布大纲对

中职人才培养重点提出三个方面“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养和职业能力”，因此本课题研究

具有重要现实价值和实用价值。 

三、中职德育为先，行业性是职业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的特点，在德育中要摆正职业道德教

育和技术伦理教育的核心位置，真正体现行业性。 

1、发挥学科教学德育渠道作用，强调课堂教学的德育渗透。 

2、开展研究性学习，深化素质教育，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合作、探索式学习。 

3、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和实训实习相结合，对学生进行爱岗敬业、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教育，

进行职业纪律和安全教育；培养中职生爱祖国、爱劳动、爱劳动人民的情感；增强中职生讲

安全、守纪律、重质量、求效率的意识。 

4、开展校园文化建设和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心理健康教育、职业指导工作、加强校园网络

管理等方式，努力拓展新形势下中职生思想道德教育。 

5、加强学校制度建设和中职生日常行为管理，对有不良行为的学生要重点帮教，有效预防

校园暴力和学生犯罪。 

一是树立整体性德育观；二是树立开放性德育观；三是树立社会性德育观；四是树立主

动性德育观；五是树立互动性德育观。 

四、几点建议。 

1、研究内容要具体明确。 

2、创新点不要太多，要切合实际。德育的专业化和生活化，要从学生现实生活中寻找内容

和方法。 

滕培定校长指导发言 
一、感谢各位到场专家，指出课题研究重在过程，要团结协作，相互学习和相互提高，推动

我校教科研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开展。 
二、这两个课题实际上就是涵盖了教育与教学两个方面的内容，希望课题组要勇于创新，重

在操作，落实好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新性、政策性等要求，相信该两项课题的研究

对我校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必将产生良好的促进作用。 

 
                          课题主持人签名   胡常海、滕培定 

                                            2010 年 1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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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要变更（侧重说明对照课题申请书所作的研究计划调整，限 1000 字，可加页） 
 
 
 
 
 
 
 
 
 
 
 

                               
                              课题主持人签名   胡常海、滕培定 

 
2010 年 12 月 17 日 
 

五、所在单位意见 
 
 

本课题所填写的情况属实，安徽省马鞍山市职教中心系首批国

家级重点，办学历史长，师资力量强，承担本课题的老师业务水平

高，精于本课题的研究，面对学校学生的实际可操作性强，有创新

精神。课题主要负责人胡常海老师教研业务好，多次获得市教科研

“先进个人”，适合承担该课题的研究工作。本单位能够提供完成

课题所需的时间和条件；本单位同意承担课题的管理职责和信誉保

证。 

 
 

盖章 
 

                                       2010 年 12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