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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题
目
更
改

原来题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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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题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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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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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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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其中可利用的课程
资源，并以此编写淮安本土文化读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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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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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意义
    本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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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教师在教学中引
入淮安本土文化，可以帮助教师转变观念，掌握系统的淮
安本土文化，也可以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通过活动，学
生的合作探究能力能够得到提升，对本土文化的了解得以
加深，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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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
） 

核
心
概
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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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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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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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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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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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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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论基础：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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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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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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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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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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提升中职语文教师本土文化素养的途径、方法及内容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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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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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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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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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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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运河文化引入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研究；
B.淮安名人文化引入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与相结合的研究；
C.淮安淮扬菜文化引入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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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本土文化引入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思考；
③各子课题负责人完成相关论文或研究报告；
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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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校本读本、教学课例等教学资源的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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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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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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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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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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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贰  

研
究
成
果



（
一
）
问
卷
调
查
研
究 

1.淮安本土文化认知现状、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教学现状的调查研究



（
二
）
访
谈
及
讲
座 

1.访谈淮安文史专家刘怀玉、马超骏

2.邀请淮扬菜专家高岱明来校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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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淮安运河文化可利用的课程资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淮安运河沿岸的一些名胜古迹。主要包括淮安常盈仓遗址、清
江大闸、御码头、清江浦楼、淮安榷关遗址、河下古镇、文通塔、
镇淮楼、漕运总督署遗址、河道总督署遗址等。
（2）淮安运河沿岸的一些人文景观。主要包括淮安名人馆、大运河
楹联馆、淮安戏曲馆、吴公祠、陈、潘二公祠等。
（3）淮安运河沿岸的园林景区。主要有清宴园、钵池山公园、楚秀
园、勺湖公园等。
（4）漕运文化的精髓。主要包括漕运发展过程中的治河名臣、各种
治河方法以及这些治河名臣在治河过程中体现出的智慧、创新、坚
毅、奉献、包容、严守法纪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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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淮安名人文化课程资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淮安的名人故居。主要有周恩来故居、吴承恩故居、韩信故里、
刘鹗故居等。
（2）淮安名人纪念馆。主要有淮安名人馆、周恩来纪念馆等。
（3）淮安的名人祠堂。主要有韩侯祠、关天培祠、梁红玉祠、吴公祠、
陈、潘二公祠等。
3.淮安淮扬菜文化课程资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淮安淮扬菜博物馆。淮安淮扬菜博物馆与我校是校企合作单位，
对于学生了解淮扬菜文化，有着重要的作用。
（2）淮安淮扬美食的名称和由来。淮安淮扬美食主要有软兜长鱼、文
楼汤包、大烧马鞍桥、淮山鸭羹、平桥豆腐、博里羊肉、虾米扒蒲菜、
钦工肉圆、鼓楼茶馓、码头汤羊肉等。
（3）淮安淮扬菜美食文化研究会。研究会由高岱明担任会长，并成立
了淮安淮扬菜美食文化的专业网站，网站包括新闻、美食文化、研究
成果、文化交流、淮扬菜产业化、美食与文学等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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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了淮安本土文化（运河文化、名人文化 、淮扬菜文化）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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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教学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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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舌尖上的记忆》                 2.《难忘的人物形象》              

3.《走进淮安》                      4.《低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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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古代文化常识知识竞赛》          6.《流行风 古典味》

7.《淮安话》                        8.《青春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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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走进红楼》                       

        10.《古诗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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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真假美猴王》          2.《后宫甄嬛传》

4.《新蛇传》

3.《子凭母贵》   

5.《福尔摩斯斑点带子案》       6.《我们一起走过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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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期刊名称：《现代职业教育》、《淮阴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教
育现代化》、《课外语文》（3篇）、《教育教学论坛》（3篇）、《知识文库》、
《考试评价》、《作文成功之路》（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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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升语文学习兴趣，提高语文实际应用能力

2.增长本土文化知识，增进与淮安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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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增强活动能力，奠定终身学习和发展基础



（
十
）
问
题
及
对
策

淮安本土文化引入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存在的问题

1.预设与生成产生偏离

2.淮安本土文化研究不够深入

3.评价方式不够完善

4.课本剧表演不够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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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本土文化引入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对策
1.充分发挥教师的课前指导作用
（1）任务分解与分配的指导   （2）资料搜集与整理的指导
（3）展示形式与内容的指导   （4）活动评价与总结的指导
2.深入学习和研究淮安本土文化
（1）研读本土文化书籍（2）请教专业人士（3）善于教学反思
3.完善活动的评价方式
（1）充实小组活动档案袋的内容（2）关注学生在活动中的总体表现
（3）邀请家长的参与
4.完善课本剧的表演
（1）编写剧本时，应考虑剧本易行（2）排练剧本前，应有效合作分工
（3）请求系部及学校的经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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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本土文化引入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实施建议
1.淮安本土文化引入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目标确定
（1）与单元主题相一致  （2）为语文课程教学目标服务
（3）满足学生终身发展的需要
2.淮安本土文化引入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内容确定
（1）要有代表性 （2）要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3）要易于实施
3.淮安本土文化引入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方案确定
（1）要体现语文性（2）要体现开放性（3）要体现实践性
4.淮安本土文化引入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评价方法
（1）小组活动档案袋评价（2）活动纵向评价（3）评价主体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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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淮安本土文化引入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教学，有利于学生了解家乡淮安的历史

文化，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激发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

2.淮安本土文化引入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教学，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积

极参与活动，在淮安本土文化中找到活动中需要的语文素材，通过制作PPT、演讲、

辩论、课本剧编排及表演等形式提高语文的实际应用能力。

3.淮安本土文化引入中职语文综合实践活动教学，使得学生无形中提升了道德认知

水平和审美品味，学生在活动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活动中的沟通与交流、团队合作、

活动中的成果展示、活动后的归纳与总结，这些方面的能力都能够得以提升，而这

些能力是自主学习所需要的，这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4.课题研究至今，教学实践一直在继续，18级学生对淮安本土文化兴趣浓厚，尤其

是18烹饪1班，学生很期待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课。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够让18级学生

的语文综合素养能够大大提升。



恳请批评指正

汇报人：姜红艳      汇报时间：2018年12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