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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开展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培育项目培训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教委（教育局、公共服务局）： 

为进一步优化我市基础教育优秀教学成果培育，带动全市基础

教育教学科研优质发展，经研究，决定开展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培

育项目集中培训，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2020 年重庆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遴选培育项目负责人，共计

105 人，具体项目名单见附件 1。 

二、培训主题 

教学成果培育 

三、培训时间及地点 

培训时间：10 月 30 日-11 月 6 日 

培训地点：南岸区海德大酒店(南岸区南坪江南大道 69 号) 

四、其他事宜 

（一）请相关单位高度重视本次培训工作，统筹安排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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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按时、全程参与培训。各参训人员携带好笔记本电脑，准备

5-8 分钟项目汇报（自备 PPT），内容包括背景、进展、问题与困

惑等，以备小组交流和专家诊断。 

（二）本次培训由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承办。请各相关单

位参训人员于 10 月 28 日（星期三）18:00 前，扫描参培回执二

维码（见附件 2）并填报学员信息。如负责人确实有不可克服的

困难，可选派 1 名主要成员参加，报到时提交项目负责人的请假

条（需区县教委盖章）。培训期间原则上不得请假，确有特殊情况

的，须向市教科院培训项目组书面请假。 

（三）按照防疫的有关要求，报到前 14 天内去过疫情中、高

风险地区的不能参训。符合要求的参培人员请于 10 月 30 日下午

3:00—6:00 在南岸区海德大酒店一楼报到，并佩戴好口罩，出示

绿色健康码，做好体温测试和实时登记。 

（四）请参培人员提前填写《防疫安全承诺书》（见附件 3），

于报到时提交手写签名的纸质件。 

（五）培训期间实行全封闭管理，原则上不得离开培训地点，

食宿统一安排，学员自备培训期间的口罩，自觉遵守常态化疫情

防控有关规定，严格执行分散错时用餐，按要求佩戴口罩、检测

体温。在培训期间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遵守培训纪律。 

（六）本期培训班所产生的培训费、食宿费等在市级培训专

项经费中列支。学员往返交通费等费用由学员回工作单位按规定

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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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及电话：钟波（基教处），63612104；邵发仙（市教

科院），18523050998；郭蕾（市教科院），13996065680；周颖

（ 市 教 科 院 ）， 15213381314 ； 戴 经 理 （ 海 德 大 酒 店 ），

13452073803。 

 

附件：1.教学成果培育参培项目名单 

2.教学成果培育项目参培回执二维码 

      3.防疫安全承诺书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20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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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教学成果培育参培项目名单 

序

号 
成果名称 成果主持人 所在单位 类别 

1 
基于网络学习空间的大单元教学模式构建

与实践 
李华 

沙坪坝区树人景瑞小学

校 
重点培育成果 

2 幼儿园体验式生活教育课程的探索与实践 颜勇 重庆市渝北幼儿园 重点培育成果 

3 城市小学劳动教育的传承与创新实践 杨浪浪 重庆市人民小学校 重点培育成果 

4 泛在学习学校实施策略研究 李永强 重庆市巴蜀小学校 重点培育成果 

5 
儿童发展优先：幼儿教师专业伦理规范的实

践与探索 
罗虹 重庆市巴蜀幼儿园 重点培育成果 

6 
基于学生全面发展的“人和”育人模式实践与

研究 
肖方明 渝中区人和街小学 重点培育成果 

7 家国教育课程建设的实践探索 邓薇 北碚区朝阳小学校 重点培育成果 

8 幼儿园“蒙爱”教育园本课程构建及实践探索 李晓林 北碚区朝阳幼儿园 重点培育成果 

9 
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在乡村小规模学校继

承和发展的实践探索 

重庆市合川区

育才学校 
合川区育才学校 重点培育成果 

10 小学武术特色课程体系建构与实施研究 李竹 大渡口区实验小学 重点培育成果 

11 民族地区小学生科技素养培养研究 冉兰香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民族小学校 
重点培育成果 

12 小学“生活融合”课程体系构建与实践探索 邹红 江北区玉带山小学校 重点培育成果 

13 小学“亲证”学习范式的构建与实践 

重庆市南岸区

珊瑚实验小学

校 

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校 重点培育成果 

14 生态视野下视障学校融合教育的实践探索 李龙梅 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 重点培育成果 

15 农村小学少儿版画特色课程的开发与实施 刘忠伟 綦江区陵园小学 重点培育成果 

16 小学“融和课堂”体系构建的实践探索 邹权伟 江津区四牌坊小学校 重点培育成果 

17 
小学集团化办学促进学校特色发展的实践

探索 
江洋 南岸区天台岗小学 重点培育成果 

18 基于“向儿童学习”的学校美育实践探索 秦波 两江新区童心小学校 重点培育成果 

19 
“红梅朵朵开，朵朵放光彩”素质教育育人模

式 
刘希娅 重庆谢家湾小学校 重点培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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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提升中学生自觉力的德育课程创新与实践

探索 
唐宏宇 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重点培育成果 

21 普通高中体育活动的创新实践与研究 田祥平 重庆市南开中学校 重点培育成果 

22 中学与大学一体化融合教育实践 周迎春 重庆市第八中学校 重点培育成果 

23 
面向未来的拔尖创新人才高中阶段“四维六

翼”培养体系构建与实践 
王国华 重庆市巴蜀中学校 重点培育成果 

24 中学英语“思维课堂”阅读教学实践 陈书元 重庆市合川中学 重点培育成果 

25 
文史哲融通：高中语文教学改革的路径探索

与实践应用 
罗丞 重庆市第十八中学校 重点培育成果 

26 通用技术学科体验式校本课程建设研究  柯世民 重庆市綦江实验中学校 重点培育成果 

27 普通中学“十美德”专题教育 吴平 重庆市璧山中学校 重点培育成果 

28 
新时代中学家长学校课程建设的探索与实

践 
杨赟 两江育才中学 重点培育成果 

29 区域推进少先队活动课程建设的实践 陈治国 渝北区教师进修学院 重点培育成果 

30 区校联动教研育人的研究与实践 宋文君 渝中区教师进修学院 重点培育成果 

31 区域研训推进中小学特色发展的实践探索 

重庆市北碚区

教师进修学院、

西南大学基础

教育研究中心 

北碚区教师进修学院、

西南大学基础教育研究

中心 

重点培育成果 

32 
区域中小学思政课整体推进策略和实效性

研究 
谷小平 大渡口区教师进修学校 重点培育成果 

33 项目群驱动的区域性课堂教学改进行动 朱静萍 南岸区教育委员会 重点培育成果 

34 
基于标准的学校素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研

究 
沈军 重庆市教育评估院 重点培育成果 

35 
《整体构建区域“8543”校本研修模式的八

年探索与实践》 
李永文 綦江区教师进修学校 重点培育成果 

36 

大概念视角下的三空间活力课堂构建与实

践——西部地区区域实施素质教育十年探

索 

徐宁 江津区教育委员会 重点培育成果 

37 
基于传承红色基因的高中生涯课程建设实

践探索 

重庆市教育学

会 
重庆市教育学会 重点培育成果 

38 中学“沁润式”柔性心理育人体系研究 邓沁泉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重点培育成果 

39 重庆市中小学社会实践教育体系构建 邓睿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重点培育成果 

40 
美好生活教育：以美好生活为核心的区域基

础教育系统变革 
邓睿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重点培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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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数学文化提升小学生数学素养的实践探索

与推广 
康世刚 

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

院、西南大学、沙坪坝

区教师进修学院、育英

小学、渝中区人和街小

学 

重点培育成果 

42 
以人为本、系统育人：青少年创新人才一体

化培养的“重庆模式” 
范卿泽 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重点培育成果 

43 
边远民族山区学校“美育”课程综合性育人

30 年实践探索 
刘光文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教师进修学校 
重点培育成果 

44 城市小学“七彩”劳动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李莉 沙坪坝区高滩岩小学校 一般培育成果 

45 
支持儿童“成为最好自己”的民间游戏园本课

程建构与实践 
邓雪梅 重庆市渝北庆龄幼儿园 一般培育成果 

46 
少儿吹塑版画校本课程建设及教学实践探

索 
颜强 重庆市渝北实验小学校 一般培育成果 

47 农村小学生创新意识和能力培养校本实践 黄珍辉 荣昌区学院路小学 一般培育成果 

48 
送教上门政策规范及“123”工作模式的实践

与研究 
文晓利 合川区特殊教育学校 一般培育成果 

49 
基于项目学习的学科综合性校本课程开发

与实施 
刘玉霞 巴南区鱼洞第二小学校 一般培育成果 

50 
大脚跟小脚：基于儿童的幼儿园家长课程实

践探索 
胡晓红 大足区实验幼儿园 一般培育成果 

51 
“三级阶梯式”阳光校本课程整体育人的研究

与实践 
江艳 江北区华新实验小学校 一般培育成果 

52 新美教育：为创造新时代美好生活育人 李青春 江北区新村实验小学校 一般培育成果 

53 “自助式”走班教学校本课程建设与实践研究 蔡定勇 巫山县南峰小学 一般培育成果 

54 小学生发展质量评价的校本探索 
重庆市璧山区

实验小学校 
璧山区实验小学校 一般培育成果 

55 
二十四节气为主题的幼儿园园本课程开发

与实践探索 
夏春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中和幼儿园 
一般培育成果 

56 
乡村学校少年儿童中医药启蒙教育实践探

索 
刘霞 南川区马嘴实验学校 一般培育成果 

57 西部农村学校传承“三线精神”的校本探索 张志勇 
南川区水江镇宁江小学

校 
一般培育成果 

58 
城市寄宿制小学“三性一体”生活化劳动教育

的体系构建与实践研究 
戴向平 

重庆市教科院巴蜀实验

学校 
一般培育成果 

59 融合开放“无边界”教育的校本实践 瞿拥军 两江新区星光学校 一般培育成果 

60 
“快乐歌唱，以乐化美”小学音乐教学实践研

究 
谢晓梅 两江新区博雅小学校 一般培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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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深度学习  深度游戏—好习惯理念下的“拼

玩”课程实践 

重庆市九龙坡

区谢家湾幼儿

园 

九龙坡区谢家湾幼儿园 一般培育成果 

62 城镇小学书法艺术特色教育的探索与研究 
重庆市武隆区

实验小学 
武隆区实验小学 一般培育成果 

63 基于互联网+农村小学创客培养策略研究 杨吉美 垫江县新民小学校 一般培育成果 

64 “三自”特色文化下创客教育改革试点 段雪蓉 万州区红光小学 一般培育成果 

65 幼儿园新入职教师专业成长指导实践研究 谭明琴 涪陵城区第二幼儿园 一般培育成果 

66 
西部普通中学传统武术文化育人机制的创

新实践  
段红梅 重庆市南华中学校 一般培育成果 

67 
基于生命素养提升的生命教育校本课程开

发与实践 
陈后林 渝北区实验中学校 一般培育成果 

68 基于综合实践活动的生涯教育实践探索 欧健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校 一般培育成果 

69 
《利用荣昌乡土资源进行美术教育的探索

与实践》 
陶永胜 重庆市荣昌中学校 一般培育成果 

70 
教育欠发的地区普通高中科创教育建设实

践 
曾晓蓉 重庆市酉阳第二中学校 一般培育成果 

71 初中学习型学校教与学的实践探索 林莉 重庆市珊瑚初级中学校 一般培育成果 

72 
初中生“五维”自主教育的模式创新与实践探

索 
郭洪 重庆市巴川中学校 一般培育成果 

73 
重庆市普通高中生物课程创新基地 (巫山

特色选修课程与互动教学实践基地) 
黄少兵 重庆市巫山中学 一般培育成果 

74 
为人正、为学勤、为业精——高中立德树人

校本实践研究 
黄瑜 重庆市云阳高级中学校 一般培育成果 

75 中学“实证”历史课程创新基地建构与实践 张志勇 重庆市江津中学校 一般培育成果 

76 与共语文构建与实践研究 麻庭富 重庆市忠县中学校 一般培育成果 

77 
城市普通高中开展学生生涯规划教育的校

本课程研究 
唐明春 重庆市渝高中学校 一般培育成果 

78 生活教育模式下创客教育教育成果 江明华 重庆市育才中学校 一般培育成果 

79 高中语文读写相生教学模式 童朝阳 
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外

国语学校 
一般培育成果 

80 
基于校本实践的学生核心素养培养改革试

点成果 
许少宛 重庆市开州中学 一般培育成果 

81 初中数学课外作业设计研究 张伟 重庆市万州高级中学 一般培育成果 

82 《润物细无声》——生命教学探索 汤建强 
重庆市涪陵第十五中学

校 
一般培育成果 

83 学本视角下驱动教学变革的区域研修实践 龚雄飞 沙坪坝区教师进修学院 一般培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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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初中英语“ACTIVE”课程的区域性建构 冯丽 沙坪坝区教师进修学院 一般培育成果 

85 
基于混合学习的高中信息技术微课资源建

设与应用研究 
李晓平 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一般培育成果 

86 
立德树人的学科探索：基于“四基”的小学数

学课堂教学实践研究 
王红梅 渝中区教育学会 一般培育成果 

87 
区域法治课程《“莎姐”进校园》的开发与实

施 
伍平伟 大渡口区教育委员会 一般培育成果 

88 普通高中教师课程执行力提升策略研究 廖荣德 永川区教育科学研究所 一般培育成果 

89 
新高考背景下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

试分数转换研究与实践 
黄腾蛟 重庆市教育考试院 一般培育成果 

90 
省域中小学全息智能评价生态体系创新与

实践 
刘云生 重庆市教育评估院 一般培育成果 

91 
沐浴阳光,幸福成长——贫困地区农村学校

多维互动育人模式探索 
谭顺祥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

乡小学校、重庆市教育

科研学研究院 

一般培育成果 

92 乡村教师专业发展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李奕奕 铜梁区教师进修学校 一般培育成果 

93 

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自

主开发—课堂渗透—活动实践—反思评价”

教学模式 

 巫溪县教师进

修学校 
巫溪县教师进修学校 一般培育成果 

94 
“小初高贯通衔接教育”助力区域教育高质量

发展的实践研究 
凌鹏国 云阳县教育委员会 一般培育成果 

95 西部农村中小学礼仪教育的实践探索 曾佑惠 璧山区教师进修学校 一般培育成果 

96 
区域幼小中学生良好行为习惯一体化养成

教育实践探索 
李淑芬 潼南区教育科学研究所 一般培育成果 

97 
基于学会平台、校校联动的“互联网+化学教

育”的创新实践 
江宏 

重庆市化学化工学会化

学教育专业委员会、重

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西南大学教师教学学

院、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重庆市南开中学校、重

庆市第八中学校、重庆

市巴蜀中学校 

一般培育成果 

98 
“一中心两支点”引领下区域校内外督导互动

实践研究 
包茹华 

南岸区教育委员会、南

岸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

室 

一般培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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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成果培育项目参培回执二维码 

 

 

 

 

 

 

 

 

 

 

 

 

 

 

 



- 11 -   

附件 3 

 

防疫安全承诺书 

本人（姓名：刘松 单位 重庆市巴川中学校 

身份证号：130621198811107216 联系电话：13527325521）是参加重庆市国家级教

学成果奖培育项目培训班的人员，我已了解本次培训前的疫情防控信息上报要求，确认

本人 14 天内身体状况正常、无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未接触来自疫情中高风险地

区人员。经本人同意，郑重承诺以下事项： 

一、本人在参训前 14 天内的体温正常。  

二、本人充分理解并遵守培训期间防疫安全要求。 

三、本人培训期间自行做好个人防护工作。 

四、本人接受并如实回答以下流行病学调查，保证所填报内容真实准确，如有虚假

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1.参训前 14 天内，是否接触过新冠肺炎病例/疑似病例/已知无症状感染者？ 

○是 ○否  

2.参训前 14 天内，是否接触过有发热或呼吸道症状患者？ ○是 ○否  

3.参训前 14 天内，是否路过中、高风险地区？○是 ○否  

4.参训前 14 天内，是否有以下症状，如有请在方框内划√ ○是 ○否 

症状：  

发热 寒战 干咳 咳痰 鼻塞 流涕 咽痛  

头痛 乏力  胸闷 胸痛 气促 呼吸困难  

呕吐 腹泻 结膜充血   恶心 腹痛 其他症状  

5.参会前 14 天内，若接受过新型冠状病毒检测，检测结果是否为阳性？  

○是 ○否 （无则不填） 

五、安全承诺书由参训学员本人填写，并亲笔签名，提前填写完毕，集中培训报到

时交于重庆市教科院项目组。 

承诺人签名： 

承诺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