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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

开 题 报 告

项目类别： 一般立项

课题登记号： ZYB234

课题名称：淮安本土文化引入中职语文综合实践

活动的探索研究 ——以江苏省淮阴

商业学校为例

课题主持人： 姜红艳

工作单位： 江苏省淮阴商业学校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填表日期： 2017 年 1 月 12 日

江苏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管理办公室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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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关 说 明

一、项目类别填写“重点资助”、“重点自筹”或“一般立项”。

二、课题登记号是指《立项通知》相应栏中所列的代码，如

“ZZZ1”。

三、课题名称应以《立项通知》公布的名称为准。

四、课题主持人限填 1人。

五、本材料提交一式 1 份。内页填写为小 4 号字，A4 纸双

面打印，左侧装订成册。

六、课题相关资料的电子版本可从江苏省职业教育与终身教

育研究网“教改课题”栏目（网址：http://www.jsvler.net）下载。

七、在开题会议时，请一并提供课题申报书。

http://www.jsvler.net）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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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题会议简况：时间、地点、主持人、评议专家（不少于 5人，其中本单
位以外专家不少于 3人）、参与人员、主要议程等。

时间：2017年 1月 16日上午 9:00
地点：江苏省淮阴商业学校 5#三楼会议室

主持人：张廷选

评议专家：张廷选（组长）淮安市高级职业技术学校副校长

孙义清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副总编

蒋慕东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高教研究所所长

刘江 淮安生物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教务处长

丁伟伟 淮安市职教教研室教研员

参与人员：姜红艳、宋德志、沙丽迎、郁海燕、吴少青、王凤锦

主要议程：1.课题主持人汇报课题开题材料

2.专家点评

3.专家表决

二、开题会议专家名单

姓名 职务/职称 专业背景 工作单位

张廷选
副校长/高级讲

师

淮安市高级职业技术学

校

孙义清 副总编/教授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编辑

部

蒋慕东
研究所所长/教

授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教研究所

刘江
教务处长/高级

讲师

淮安生物工程高等职业

技术学校

丁伟伟 教研员 淮安市职教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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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案（可加页）

（一） 课题名称确定及核心概念界定

中职：即中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主要由中等职业学校承担。中等职

业学校主要包括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和职业高中。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来

源主要是初中毕业生，实施全日制教育模式，学制三年。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直

接担负着向生产第一线培养、输送大量合格技术人才的职责，是职业教育体系

中的重要支柱。本课题研究的学校为江苏省淮阴商业学校，属于中等专业学校。

语文综合实践活动：所谓语文综合实践活动就是通过综合性的语文实践学

习，将已有的语文知识应用在实践中，并在实践中获得新知识，提高语文应用

能力的过程。

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是指中职学校根据校园生活、社会生活和职业生

活确定活动内容，设计活动项目，创设活动情境。通过搜寻资料、小组合作、

交流展示、总结评价等步骤，围绕活动主题开展语文实践活动，运用有关的语

文知识和技能，提高语文能力，培养职业理想和职业情感。

本土文化：是指某一地区所特有、具有本土特点、足以影响当地群众思想

观念的文化，主要包括当地的风俗习惯、语言、宗教信仰等。

淮安本土文化：淮安本土文化包括淮安的名人文化、名胜古迹、民间艺术

等。本课题主要选取淮安本土文化中较为典型的运河文化、名人文化、淮扬菜

文化进行研究。

（二） 研究背景与意义

1.课题的研究背景

关于“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和本土文化相结合”的命题，课题组查阅了

大量的文献资料。目前所掌握的文献资料主要有以下内容。

（1）政策背景

“语文综合实践活动”一词在 2001 年全国新课改背景下提出，其核心思想

是重视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反对刻意追求语文知识和系统的完整性，提

倡让学生在直接接触语文材料的过程中培养实践能力，在实践中掌握运用语文

的规律，提升语文的运用能力。所谓语文综合实践活动就是通过综合性的语文

实践学习，将已有的语文知识应用在实践中，并在实践中获得新知识，提高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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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应用能力的过程。

2009 年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语文教学大纲》中明确要求: 根据校园生活、

社会生活和职业生活确定活动内容，设计活动项目，创设活动情境。通过搜寻

资料、小组合作、交流展示、总结评价等步骤，围绕活动主题开展语文实践活

动，运用有关的语文知识和技能，提高语文能力，培养职业理想和职业情感。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提高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意

见>》（苏政办[2012]194 号）精神及省教育厅对中等职业学校学业水平测试试

点工作的总体要求，在省教育厅职教处指导下，南京、常州、南通三市职教教

研部门联合组织研制了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语文、数学、英语、计算机等五门

公共基础课学业水平测试大纲，并在南京、常州、南通三市中等职业学校 2012

级学生中试行。2014 年 1 月，三市已首批完成对 2012 级学生的学业水平测试。

无锡、苏州、盐城、镇江、扬州五市于 2014 年起进行试点，淮安已于 2016 年

11 月完成对 2014 级学生的学业水平测试。

《江苏省中等职业教育学业水平测试大纲》中明确提出：从识记、理解、

分析综合、欣赏评价、表达应用五个层级，考查考生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的能

力，全面检测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习语文课程的达标情况。把“语文综合实践

活动”列入了大纲。测试要求为：（1）了解教材所设计的“语文综合实践活动”

的内容、形式等。（2）能根据校园生活、社会生活、职业生活确定活动主题，

制定活动计划，分析问题，形成活动成果。

（2）当今社会文化背景

当今社会文化发展呈现多元化的特点，我们的学生大部分为 00 前后的年龄

段，网络文化、各种非主流文化对他们影响比较大，学生的价值观、审美观出

现了偏差。不少学生对本土文化了解甚少，对家乡的情感越来越淡薄。本土文

化是深深根植于学生生活的知识,是学生切实体验到的知识,对于学生理解系统

的科学知识,更好适应本土社会生活,服务和建设本土社会,是极其需要的。而本

土文化的引入，对于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热爱本土，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

和正确的价值观,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有着重要作用。

（3）淮安本土文化背景

淮安本土文化包括淮安的名人文化、名胜古迹、民间艺术等。本课题主要

选取淮安本土文化中较为典型的运河文化、名人文化、淮扬菜文化进行研究。

淮安历史上与扬州、苏州、杭州并称运河沿线的“四大都市”，有“中国运

河之都”的美誉。近年来淮安市政府重点打造运河文化、淮扬菜文化、名人文

化。

2014 年 5 月，位于里运河文化长廊(东段)中部的中国淮安-世界运河文化

旅游区项目开工，计划三年左右时间，以里运河文化长廊为轴线，通过“一心、

两河、三大特色游线、四园、五城、六大主题、七大功能区”的空间结构，一

心：即世界运河文化交流中心；两河：即里运河和京杭大运河；三线：1.与城

市轻轨和沿河环线结合形成淮安城市观光游。2.景区内，水路、陆地、空中三

结合形成立体文化体验游。3.夜晚乘船十里运河风情风景游。四园：民族风情

园、世界水公园、世界运河文化博览园、高科技游乐园。五城：即淮安运河水

城，威尼斯水城、阿姆斯特丹水城、苏伊士水城和巴拿马水城；六大主题分区：

黄金水岸、十里金粉、水舞间、田园水乡、运河春天、榷关怀古。将旅游区打

造成集多功能于一体的 5A 级世界运河文化旅游区。该项目目前已基本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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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中国烹饪协会授予江苏省淮安市“淮扬菜之乡”称号之后，淮安

已相继成功举办了 11 届淮扬菜美食文化节，充分展示了淮安纯正的淮扬菜肴；

2009 年 10 月建成中国淮扬菜文化博物馆；2010 年 11 月，为传承淮扬菜美食文

化遗产，为淮扬菜文化产业发展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淮安市成立淮安淮扬菜

美食文化研究会，并建立了网站。

淮安自古有“一方水土养八方人”之说，淮河、大运河、古黄河、苏北灌

溉总渠在这里交汇。两千多年来，淮安大地以最大的热情和爱意，拥抱、呵护

与哺育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华儿女。淮安名人馆共入选淮安历史名人 52 位，如枚

乘、韩信、关天培、梁红玉、吴承恩等淮安历史文化名人。再现了韩信明修栈

道暗渡陈仓、关天培虎门抗英等淮安历史名人的英雄业绩。

（4）淮阴商校的教学现状：

近几年，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学校的教师们对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

教学不够重视。在担任班主任的过程中，我发现不少学生比较自我，缺少合作

精神，对家乡文化的了解很少，对家乡的情感不浓。语文课的教学缺少活力，

学生课堂主体性发挥得不够。长此下去，语文教学前景令人担心。作为一名语

文教师，本人一直想改变这一现状，让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常态化！通过中

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教学来提升学生的语文应用能力。

2.课题的实践意义

现行的中职语文教材是由江苏省职业学校语文教材编写组编写，由于学生

对综合实践活动缺乏兴趣且不少教师对此内容的不重视，导致中职语文实践活

动在教学实践中达不到好的效果。本课题选取了淮安本土文化中比较典型的运

河文化、名人文化、淮扬菜文化的相关内容融入到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课中，

让学生在学习中接触本土文化,这不仅有助于激发其学习兴趣，而且对学生的知

识建构、道德认知和审美价值的提高都能产生良好的影响；同时对中职语文教

师进行淮安本土文化的培训，可以帮助教师转变观念，掌握系统的淮安本土文

化，并运用到教学中，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培养语文学习的能力，进而

提高教学效果，真正意义上实现语文课程的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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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现状综述（包括已有的著作、论文、研究报告及各种代表性观点、典型性实践

案例的评述）

从立论角度而言，国外关于本课题的研究能查到的资料很少，能查到的资

料主要集中在国内的相关研究，而国内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关于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研究

关于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关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实施的研究；

二是有关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评价的研究；

三是有关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某一次课例研究；

四是有关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与其他因素相关联的研究；

五是关于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相关思考的研究。

（1）有关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实施的研究

厦门市海沧区职业中专学校的谢剑飞在《中职教育语文综合实践活动探究》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2 年 3 月第 25 卷第 2期）中分析了语文

综合实践活动实施的优势与困难，并对语文综合实践活动提出了实施建议：①

更新教师教学理念；②关注中职学生的实际需求；③优化课程内容的设置。但

讲的比较笼统；江苏省泰兴中等专业学校的钱和生在《浅谈中职语文综合实践

活动实施过程中的管理》（《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3 年第 20 期）中将中职语

文综合实践活动实施过程中的管理归结为：主体自主性管理、动态生成性管理、

自我反思性管理，但没有涉及具体的教学内容；倪福疆在《中职语文综合实践

活动实施策略探索》（《职教通讯》2014 年第 6 期）文章中提出“关注乡土，

开发地方文化型语文综合实践活动”，但是从扬州的乡土文化来组织活动，并且

是简单的提及，并未具体深入来谈；苏州技师学院的龙丹莉在《中职学生的语

文综合实践活动如何开展》（《科技创新导报》2015 年第 2期）中提出在开展中

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中要正心态、寻主题、多彩的课堂教学、丰富的校园生活、

灵活的社会实践、设置合适的评价机制，但文章仅是从开展的思路上做一个阐

述，没有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来谈。

（2）有关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评价的研究

浙江省宁波市甬江职业高级中学的周艳在《中等职业教育》2012 年 11 期

发表题为《个性化评价在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中的探索与运用》，以具体实践

的案例为基点，对个性化评价在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中的意义、原因、策略

作出了思考与分析，但还不够全面；张艳在《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评价方案

的设计》（《职教通讯》2013 年第 30 期）中从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评价方案

设计的基本原则、设计的一般步骤和方法来设计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评价

方案，但较为笼统；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马晓涛在《基于专业的中职语文

综合实践活动评价的探索与反思》（《科技创新导报》2014 年 16 期）提出改变

老师的教学模式与方法，帮助学生更好的进入学习状态，常采用的方法有：①

分层探究式的评价模式；②情境驱动式评价模式。并对基于专业的中职语文实

践活动评价实施效果进行了分析及评价进行了反思，但没有考虑到各校的学生

和专业发展情况的不同。

（3）有关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某一次课例研究

珠海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的蔡碧柳在《略谈中职语文教学与综合实践活动

的结合——记“鸿门宴”综合实践活动课例》（《职业教育研究》2012.10）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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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语文教学与专业技能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展示了活动的过程；周静艳在

《中职语文课堂的综合实践活动设计——以《一碗清汤荞麦面》为例》（《职教

通讯》2013 年第 36 期）中，从课堂理念、教材处理、活动方案、活动调控、

活动评价、活动反思方面进行了阐述；张莉在《职教通讯》2015 年第 12 期发

表《谈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有效实施——以“我的亲人们”活动为例》中，

结合具体的实践课例，从整合教材、突出主导、彰显语文三个方面，探讨了中

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有效实施；江苏省苏州市太湖旅游中等专业学校的曹晨

艳在《农村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课的实施与探究——以《“科学的历程”主题

报告会》为例》(《才智》2015 年 25 期)中，对教师和学生在活动中的地位和

工作进行了阐述，但不够具体。

（4）关于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与其他因素相关联的研究。

2012 年孙旭红、俞冬伟从职业教育特点出发，从人的多元智能角度考虑，

提出了“3D 式语文综合实践活动”，即以语文课程教学目标为核心，以学生直

接经验及自身生活、社会生活和相关职业工作为基础，以学生自主学习、直接

体验和研究探索为基本方式，以激发学习积极性和培养综合应用能力为目标的

语文情境活动。这一研究提出了一个比较有创意的概念“3D 式语文综合实践活

动”，但偏重于理论研究，且没有与本土文化相结合进行研究。（2012 年第 35

期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浙江省三门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的林春芬在《浅谈

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课中学生创业能力的培养》（《中等职业教育》2012 年第

5 期）中指出“当前中职创业教育的误区，创业教育不应只局限于独立开辟课

程进行授课，而应该渗透在各门功课之中，渗透在日常生活之中”。而中职语文

综合实践活动课更是创业教育实施的重要途径；黑龙江的王玲在《平凡的小事

做完美就是精彩——让语文综合实践课成为中职学生适应职业的阶梯》（《职业

技术》2013.02）中充分利用学生的寒暑假打工生活体验进行课堂模拟；2014

年吴奇迪在《改革创新》中发表了一篇题为《关联专业 立足本位 基于生活—

—工学结合背景下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思考》的文章，提出“关联专业，

是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特色；立足本位，是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基准；

基于生活，是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要求”。

（5）关于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相关思考的研究

如许耘在《理解意义 把握原则 突出实效——关于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

设计的思考》（《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0 年第 20 期）中从理论高度理解加强

中职语文实践的意义，从认识层面把握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设计的原则，从

案例角度分析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实施要素；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马晓

涛的《以就业为导向的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课的实践与反思》，（《全国商情》

(理论研究)2012 年 10 期）文中对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评价常采用的方法及

评价实施效果分析进行了分析，并对基于专业的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评价的

反思；又如江苏省淮安工业中等专业学校周霞的《关于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

教学设计的思考》（《中文教育》2014 年 6 月），以《阅读，成长的阶梯——影

响我的 5 本书》为例，在大胆创新的设计后进行了思考。

2.关于本土文化的研究

（1）理论研究方面：

一是地方文化融入课程的哲学基础研究；

二是地方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意义研究。现分别加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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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地方文化融入课程的哲学基础研究

郑州大学教育系的郭连锋在《地方文化融入课程的哲学基础及若干思考》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 6 月第 31 卷第 3 期）一文中提

出地方文化融入课程的哲学基础：一是生命哲学；二是哲学人类学；三是卡西

尔的人类文化哲学，并对课程实施和评价做了思考，这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

理论基础，证明了本课题研究的可行性。

②地方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意义研究

福州市教育学院的郭晓莹在《浅谈地方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文化意义》

（《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 年 12 月）一文中提出：“课程建设要面

向本土开发地方文化资源、地方课程资源开发的文化关注。”突出了“文化”的

重要性，但这是从理论层面的研究，缺乏实践研究。郑州大学教育系的郭连锋

在《地方文化与校本课程开发的价值及策略探讨》（《教学与管理》 2011 年 5

月）一文中提出依托地方文化开发校本课程，不仅有利于学校创建名牌特色校

本课程，而且有利于学生个性化的发展与人格的完善。这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

了理论依据，但能否实现这一目标，仍需实践的证明。李臣之、王虹、董志香

在《地方文化的课程价值刍议》（《教育科学研究》2014 年 9 月）中指出“地方

文化作为课程，其本体价值主要表现为：滋养学生的本土情怀，增强学生的民

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感；拓展学生的综合性知识；培养学生认识社会、参与社会、

适应多元文化的能力。地方文化之于课程，其工具价值具体体现为：促进课程

内容适性转化；丰富课程资源，活化教学；保护文化多样性，彰显课程特色。”

（2）实践研究方面：

一是地方文化与校本课程的研究；

二是把地方民族文化融入到某一教学内容的研究。现分别加以阐述：

1 地方文化与校本课程的研究

潘月娟、陈素平在《浙江教育科学》2005 年第 2期《地方课程：文化的解

读与建构》一文中，对温州地方课程的文化的教育价值及建构课程的教育特质

进行了阐述。其中“发掘人物精神”这一点值得本课题借鉴，因为淮安的名人

文化，特别是周恩来这一人物的精神影响深远。刁维国在《教育纵横》 2007 年

第 9 期《民风、名校、名人与地方文化教育——泰州地方教育发展的特色分析 》

一文中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泰州民风、名校、名人与地方文化教育的影响进行

了阐述，对泰州地方教育发展的特色进行了分析，突出了民风、名校及名人的

重要作用和影响。这一点对本课题挖掘淮安本土文化中的相关内容有所启发。

苏州大学的吴维在《现代教育科学•普教研究》2011 年第 2 期发表《昆山地方

文化校本教材》 的开发依据及设想，文章对高中语文教学忽视地方文化进行了

反思，并对昆山地方文化语文教育功能进行了阐述，作者认为昆山地方文化蕴

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资源，了解优秀的本土文化对青少年的知识建构、道德认

知和审美价值的提高能产生良好的影响。这一观点对本课题研究淮安本土文化

的教育功能提供了借鉴，但作者是以高中教材为依据，与中职语文教材内容不

一致。白云霜、王春光在《才智》2014 年 25 期发表的题为《保定地方文化进

课堂研究—以中学文科教学为例》一文对中学文科教学使用的地方文化素材、

保定地方文化素材的选用原则及地方文化进课堂的有效途径进行了研究。文章

提出的地方教材选用的典型性原则值得本课题借鉴，但保定地方文化不同于淮

安地方文化，中学文科教学不同于淮安中职语文教学。



10

此外，在硕士论文中有很多涉及地方文化与校本课程的研究。如甘肃省的

陇东、陇南、皋兰；四川的广元；山东的青州；贵州的黔南；广西的柳州；辽

宁的抚顺、浙江的鄞州、温州；江苏的溧水、镇江、徐州、海安、宜兴等地地

方文化与校本课程的研究，都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②把地方民族文化融入到某一教学内容的研究

覃振安在《基础教育研究》 2001 年 9 月《把地方民族文化融入作文教学

之中》，就“如何把地方民族文化融入作文教学之中？”这一问题展开了研究，

让学生有意识地收集、记录地方人民口头流传的童谣、顺口溜等民族文化，把

它们适当引用到作文中来，使描写更形象。但作文教学不同于语文综合实践活

动教学，且研究的不够深入。

3.关于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与本土文化相结合的研究

关于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与本土文化相结合的研究中国知网上搜到的类

似文章很少，关于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与淮安本土文化相结合的研究中国知

网上搜到的类似文章则更少，但有几篇文章对本课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参考。如华东师范大学曾素英的《语文综合实践活动引入大众文化的实践探

索》（2009）；云南师范大学任一萌的《初中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引入流行文

化的实践研究》（2015）。江苏涟水圣特外国语学校张积桂的《风景这边独好—

—让“淮安本土文化”走红综合实践活动》（《新课程研究》2009 年 4 月（上旬）

总第 146 期）；南京师范大学姜晓云的《“南船北马”与淮安运河文化》（《中国

文化报》2012 年 6 月 14 日第 014 版）；卜建珍的《“走进淮安历史文化名人”

综合性学习案例》（《文学教育》（下）2013 年 03 期）；关向峰的《淮扬菜系的

译介与运河文化的传播》（《淮阴工学院学报》2013 年 12 月第 22 卷第 6 期）；

潘瑞的《淮扬菜的命名方式及其文化内涵探析》（《文学教育》2016 年 08 期）。

综上所述：国内有关“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和本土文化”的研究，涉及

的大多是本土文化与校本课程的开发和研究，且比较笼统，并很少涉及淮安的

本土文化；或是就某一方面进行研究，如某一教学方法在语文综合实践活动中

的运用、以某一次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课为例来研究教学设计或是教学评价，与

淮安本土文化相结合的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实践研究较少。因此，本课题

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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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理论基础与实践依据

1.理论基础：

（1）哲学基础：①生命哲学；②哲学人类学；③卡西尔的人类文化哲学

（2）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理论：有生活就有教育，教育的内容应该源自

生活，作用于生活。

（3）人本主义课程理论：提倡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将学生的生活和

学习联系起来，以学生的能力发展为培养目的。

（4）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注重对学生的人文关怀，注重以创设情境的方

式进行教学，让学生在独特的情境中，自主的探究，进行知识的对话，以提高

学生对知识的鉴赏力。

（5）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

是学习环境中的四大要素或四大属性。

2.实践依据：

（1）国内语文综合实践活动与地方文化结合的成功案例

（2）地方民族文化融入到某一教学内容的成功案例

（3）我校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实践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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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目标与内容（含子课题设计）

1.研究目标

本课题旨在通过调研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开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研

究问题的原因，寻找解决方案。通过对淮安本土文化中的运河文化、名人文化、

淮扬菜文化的研究，找到其与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课的结合点，并以此编写

校本教材，科学构建与之相配套的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考核评价体系，并提

供系列教案及相应的教学资源。最终形成让学生在学习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过程

中提高学习兴趣，对学生的知识建构、道德认知和审美价值的提高产生良好的

影响；同时可以帮助教师转变观念，掌握系统的淮安本土文化，并运用到教学

中，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培养语文学习的能力，进而提高教学效果。

2.研究内容

（1）淮安本土文化引入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内涵与特色研究

（2）我校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开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3）淮安本土文化引入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实践研究；

①淮安运河文化引入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研究

②淮安名人文化引入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研究

③淮安淮扬菜文化引入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研究

（4）淮安本土文化引入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课对学生的影响研究

（六）研究思路、过程与方法

1.研究思路

（1）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及对专业人士的访谈，梳理淮安本土文化中的运河

文化、名人文化、淮扬菜文化的内容，结合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主题，分

析、归纳出可引入到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内容，并对其内涵与特色进一步

研究；

（2）通过对本校师生调研，理清我校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开展的现状及

存在的问题，进而分析原因；

（3）通过教学实践，进行实践研究；

①淮安运河文化引入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研究

②淮安名人文化引入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研究

③淮安淮扬菜文化引入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研究

（4）分析、探讨

①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课考核评价体系的科学构建

②淮安本土文化中运河文化、名人文化、淮扬菜文化对学生的影响研究

③淮安本土文化引入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反思与建议

2.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主要指搜集、鉴别、整理文献，并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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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对事实的科学认识的方法。本课题通过查找文献梳理淮安本土文化中的运河

文化、名人文化、淮扬菜文化的内容，结合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主题，分

析、归纳出可引入到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内容；

（2）调查研究法：一般通过抽样的基本步骤，多以个体为分析单位，通过

问卷、访谈等方法了解调查对象的有关咨询，加以分析来开展研究。本课题通

过调查问卷，了解我校师生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课的教学现状，找出存在的

问题，分析原因；通过访谈专业人士收集相关资料，分析、归纳出淮安本土文

化中的运河文化、名人文化、淮扬菜文化可引入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内容；

（3）个案研究：指对某一个体、某一群体或某一组织在较长时间里连续进

行调查，从而研究其行为发展变化的全过程，这种研究方法也称为案例研究法。

本课题中通过对我校建工系某一班级在一年时间内通过教学实践，连续进行调

查、了解，研究其发展的全过程；

（4）行动研究：指在自然、真实的教育环境中，教育实际工作者按照一定

的操作程序，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与技术，以解决教育实际问题为首要目标

的一种研究模式。本课题中教师通过教学实践，参与研究每组学生完成语文综

合实践活动的每一个过程，及时修正研究中出现的偏差。

3.阶段安排

（1）第一阶段：（2016 年 3 月～2016 年 9 月）课题启动与初步开展阶段

①成立课题领导小组，进行合理分工；

②制定实施方案和课题申报立项工作；

③讨论实施方案，准备问卷调查、访谈内容；

④制定子课题研究方案。

（2）第二阶段：（2016 年 9 月～2017 年 12 月）课题深化研究阶段

①完成问卷调查，进行问卷分析；

②完成访谈专业人士；

③淮安本土文化引入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实践研究；

A.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与淮安运河文化相结合的研究

B.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与淮安名人文化相结合的研究

C.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与淮安淮扬菜文化相结合的研究

④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课考核评价体系的科学构建

（3）第三阶段：（2018 年 1 月～2018 年 8 月）课题总结阶段

①淮安本土文化中运河文化、名人文化、淮扬菜文化对学生的影响研究

②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与淮安本土文化相结合的思考

③各子课题负责人完成相关论文或研究报告。

④课题组撰写课题研究报告。

（4）第四阶段：（2018 年 9 月～2018 年 12 月）体制机制试行及改进阶段

①研究成果系统化，并在一定范围内通过可行途径与手段推广、试行和修

正。

②完成校本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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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预期成果

序号 完成时间 成 果 名 称 成果形式 负 责 人

1 2017 年 1 月
我校师生中职语文综合实践

活动现状及调研报告
调研报告 韦小利

2 2017 年 1 月
我校师生本土文化知识现状

调研报告
调研报告 姜红艳

3 2017 年 8 月

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与淮

安运河文化相结合的研究论

文

论文
郑昕、

姜红艳

4 2017年 12月
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与淮

安名人文化相结合的研究
论文

宋德志、

刘佳倩

5 2017年 12月
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与淮

安淮扬菜文化相结合的研究
论文

高开平、

王玲

6 2017年 12月
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课考

核评价体系的科学构建
论文

宋德志、

姜红艳

7 2018 年 8 月

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与淮

安本土文化相结合的系列教

案、PPT

教学案例集 课题组

8 2018 年 8 月
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与淮

安本土文化相结合校本教材
教材 课题组

9 2018年 10月

淮安本土文化中运河文化、名

人文化、淮扬菜文化对学生的

影响研究

研究报告 姜红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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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研究任务分工

（九）经费预算及用途

姓 名 职 称
工 作

单 位

从事的专

业（学科）
研究分工

姜红艳 讲师 江苏省淮阴商业学校 语文
文献研究、访谈、

开题、结题报告

宋德志 讲师 江苏省淮阴商业学校 语文 教学实践研究

韦小利 讲师 江苏省淮阴商业学校 语文 设计调研内容、调

查研究

郑昕 讲师 江苏省淮阴商业学校 语文 淮安运河文化研

究

何青海 高级讲师 江苏省淮阴商业学校 语文 淮安名人文化研

究

孙志坚 高级讲师 江苏省淮阴商业学校 语文 语文师资队伍培

训

刘佳倩 助理讲师 江苏省淮阴商业学校 语文 教学实践研究

高开平 助理讲师 江苏省淮阴商业学校 语文 淮扬菜文化研究

王玲 助理讲师 江苏省淮阴商业学校 语文 教学实践研究

相进军 副教授 江苏省淮阴商业学校 烹饪 淮扬菜文化专业

指导

马超骏 教授 淮安市政协 文史 淮安运河文化专

业指导

刘怀玉 教授 淮安区政协 文史 淮安名人文化专

业指导

序

号
金额 用途

序

号
金额 用途

1 500 元 调研、访谈 7

2 3600 元 发表论文 8

3 2000 元 校本教材印制 9

4 500 元 教学案例集 10

5 11

6
合

计
6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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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D] .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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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晓：《<温州本土文化>地方课程的开发与实施研究》[D].南京师范大

学硕士论文，2006

[3]杨翔：《陇南本土文化作为语文校本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研究》[D].

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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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

[5] 彭金花：《<溧水人家>本土文化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初探》[D].南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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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

[1]李倩：《凝眸历史深度 彰显运河名都文化底蕴 淮安打造运河博物馆群

的探索实践》[N].《中国文物报》，2009-6-26 第 00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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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家评议要点：对研究方案逐项进行可行性评估，并分别提出意见和建议，限 1000字。

1. 选题有价值：

丰富了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内容，开发教材资源，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本土文化具有人文价值，促进本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2.几点建议：

（1）题目：“相结合”建议改为“融入”或“引入”；

（2）概念界定要清晰、准确，加上“中职”，结合学生特点；

（3）文献研究：系统分析前人研究成果，注重条理性；

（4）研究目标和内容表述要清晰

（5）格式规范问题：文本、排版

评议专家组签名

年 月 日

五、重要变更：对照课题申请书、结合评议专家意见所作的调整，限 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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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专家建议，本课题作以下调整：

题目由《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与淮安本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研究》改为

《淮安本土文化引入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探索研究——以江苏省淮阴商业

学校为例》。

课题主持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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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题主持人所在单位意见（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由其科研管理部门签署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七、市职业教育教研机构或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八、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管理办公室审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