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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办公室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办公室关于“中国 STEM 教育

2029 创新行动计划”STEM 课题相关工作安排的通知 

各市（州)教科所（院）、课题学校： 

2018 年以来，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联合各 STEM 教育协同创

新中心，成功组织召开了“中国 STEM 2019 行动计划”第一批课

题开题及中期汇报会议、第二批课题开题会议。 

为进一步探索 STEM 教育发展模式，充分发挥 STEM 教育协同

创新网络工作机制，切实推进 STEM 课题研究工作的顺利展开，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STEM教育研究中心联合各 STEM教育协同创

新中心及区域指导中心，组织课题学校展开新一轮 STEM 课题研

究及评审工作。四川省 STEM 教育协同创新中心（以下简称四川

中心）按照总课题组相关工作的安排，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STEM 教育研究中心 

协办单位：四川省 STEM 教育协同创新中心 

参与单位：各课题承担单位 

二、第一批课题结题要求 

拟于 2021 年 4 月上旬前，召开第一批课题现场结题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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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地点等具体安排另行通知。课题结题要求如下： 

1.课题主持人或主要负责人必须到现场参加结题答辩，若不

到场，视为自动放弃结题。 

2.课题组成员最多 10 人，其中主持人 1 人、成员不超 9 人。

若课题组成员有变更，需向四川中心报备，请将变更后的信息发

送到指定邮箱。四川中心负责将变更后的信息上报至总课题组。

结题证书以此为准。 

3.结题文件清单见附件 1、2。 

三、课题开题及中期汇报 

受新冠疫情影响，第二批课题中期汇报及第三批课题开题会

议，由四川中心经总课题组同意，按照总课题组相关要求以“线

上+线下”的形式开展。 

课题学校如未按照总课题组和四川中心要求参与课题开题

或中期汇报会议，视为自动弃权。具体工作要求如下。 

（一）第二批课题中期汇报 

1.第二批课题中期汇报以“线上汇报+集中评审”的形式进

行，即各课题学校通过线上汇报，同时专家集中评审的方式进行。 

2.中期汇报内容应围绕近一年来的课题研究进展、主要阶段

性成果等内容展开。 

3.要求准备 PPT 等必要辅助汇报材料，并线上回答课题评审

专家的质询。并在材料报送规定时间之前将阶段汇报材料打包后

以“学校名称+中期汇报”命名，发送到指定邮箱。 

4.建议汇报时长不超过 15 分钟，答辩时长不超过 5 分钟（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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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专家提问时间）。 

5.四川中心会将未参与以及未通过中期汇报的课题承担单

位名单及相关情况、中期汇报工作简报，整理并发送给总课题组。 

（二）第三批课题开题 

1.第三批课题开题以“线上汇报+答辩”的形式进行，即各

课题学校课题申报人通过线上做开题报告，线上答辩的方式进

行。 

2.申报人需在材料报送规定时间前将开题报告、答辩 PPT 打

包后以“学校名称+开题”命名，发送到指定邮箱。 

3.申报人介绍课题时间不超过 10 分钟，答辩时长不超过 5

分钟（含评审专家提问时间）。 

4.四川中心会将课题开题答辩评审表（电子扫描件）、课题

学校开题汇总表（电子档）、开题会议工作简报，整理并发送给

总课题组。 

四、其他事项 

1.中国 STEM 2019 行动计划课题四川 QQ 群：715754910 

2.中期汇报和课题开题时间初步定于 2021年 1月 25日—28

日。分组情况、时间安排和线上会议方式另行在课题 QQ 群通知，

请课题学校务必加入 QQ 群。 

3.请各市（州）督促课题学校积极参与相应的课题活动。第

一批课题结题名单、第二批课题中期答辩名单和第三批课题开题

名单分别见附件 3、4、5。 

4.中期汇报和开题材料报送截至时间为 2021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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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送邮箱： 784348194@qq.com。课题信息变更报送邮箱：

3620465@qq.com。 

5.四川中心联系方式 

李老师：028-85775560 

附件：1. “中国 STEM 教育 2029行动计划”2020 年度科研

课题结题鉴定材料装订格式 

2. “中国 STEM教育 2029 行动计划”首批 STEM 课题

结题鉴定申请书 

3. 第一批课题结题学校名单 

4. 第二批课题中期汇报学校名单 

5. 第三批课题开题答辩学校名单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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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 STEM 教育 2029 行动计划” 

2020 年度科研课题结题鉴定材料装订格式 

一、封面 

 

“中国 STEM 教育 2029 行动计划” 

2020 年度科研课题结题鉴定材料 

（二号楷体加粗居中） 

 

 

 

    课题批准号                             

课题名称                      

课题类别                      

课题负责人                              

所在单位                               

报送日期         年       月       日 

（小二号仿宋加粗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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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装订顺序（目录） 

（一） 立项通知书/证书（打印件）………………………………………………（） 

（二） 课题申请书(原件)   ………………………………… （） 

（三） 开题报告(原件) …………………………………  （） 

（四） 中期报告(原件) ……………  （） 

（五） 专家鉴定意见表（见附件 3）…………………………………………………… （） 

（六） 成果主件（结题报告模板见附件 2）……………………………………………（） 

（七） 相关证明（领导批示、获奖情况、媒体报道及被决策采纳等的证明文

件）……………………………………………………………………………………  （） 

（八） 重要变更的申请及获准批复…………………………………………………  （） 

（九） 课题研究方案、访谈提纲、调查问卷数据录入等过程性研究资料…………（） 

（十） 公开发表的论文（附所发表刊物的封皮、目录页及论文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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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 S TEM 教育 2 029 行动计划”  

首批 S TEM 课题结题鉴定申请书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课题批准号  课题类别  

课题名称  

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  

STEM协同 
中心名称 

 

主 

要 

参 

加 

者 

 

姓 名 行政职务 专业职务 研究专长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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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成  果  统  计  表 

序

号 

第一 

作者 
成果形式 成  果  名  称 字数 出版单位/发表刊物 刊物级别 

出版

(发表)

时间      

获奖或转载情况 
决策 

采纳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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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题  经  费  总  决  算  表 

                                                             

单位:万元     

 拨款年度 2018 2019 2020 合 计 

规划资助数额 0.0 0.0 0.0 0.0 

支

出

细

目

(

规

划

资

助

数

额

)
 

 

资料费 
0 0 0 0 

数据采集费 
0 0 0 0 

差旅费 
0 0 0 0 

会议费 
0 0 0 0 

设备费 
0 0 0 0 

专家咨询费 
0 0 0 0 

印刷费 
0 0 0 0 

管理费（总计不超过项目

总资助额的3%） 
0 0 0 0 

其他 
0 0 0 0 

合计 0 0 0 0 

自筹数额  

 

课题负责人单位财务（公章）                        课题负责人签字：   

（需本人亲笔签名或本人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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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批准号： 

 
 

“中国 STEM 教育 2029 行动计划” 

首批 STEM课题研究报告 

 
 

 

 

课 题 类 别：________________ 

研 究 领 域：________________ 

课 题 名 称：________________ 

课题负责人 ：________________ 

负责人所在单位：______________ 

 

 

填 表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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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课题研究对象（内容）、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等） 

格式：宋体，加粗，三号，居中 

目录 

最多三级；自动生成；提炼主题简明扼要，突出成果创新点 

摘要： 

结题报告的高度浓缩，研究背景-研究过程与方法-结果与结论-成效与反思，用

第三人称。 

建议：对……进行了研究，报告了……现状，进行了……调查，验证了……；构

建了……；建立了……；改进了……；发展……等实然性表述方法（实际情况）。 

格式：仿宋，小四 

关键词： 

3-5个（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向或领域） 

格式：仿宋，小四 

正文： 

1.研究背景与意义（为何研究） 

主要说明课题研究内容确定的依据。研究背景主要阐述为什么做这项研究；研究

意义说明研究的重要性，包括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2.研究综述、设计或思路 

研究综述是针对研究领域搜集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就国内、外在该领域或专

题的主要研究成果、最新进展、研究动态、前沿问题等进行综合分析而完成的、能比

较全面地反映相关领域或专题的历史背景、已有研究、争论焦点、研究现状和发展前

景等内容的综述性文章。 

 研究设计包括对如何实施研究做出详细的规划，包含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

假设，研究思路、技术路线和实施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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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过程与方法（怎么研究） 

 研究过程：研究的每一阶段的工作任务、要求、时间节点。 

 研究方法：方法要尽量详细、恰当、具体，针对每一种研究方法展开描述。 

4.研究成果或结论 

研究成果应该包含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理论成果是通过研究得到的新观点、新

认识，它往往与研究目标或研究内容有密切联系。实践成果是通过研究，得到了哪些

实际的数据，形成了怎样的成果。 

5.研究成效与分析 

 研究成效指研究成果使用后带来的新的改变或创造的价值，对当下及未来有何贡

献等。 

6.研究创新点或进一步的思考（或者讨论） 

 阐述该研究与其他研究有什么不同，能够提供的贡献等是研究的创新点。 

 进一步的思考或者讨论，可以从理论、实践等角度进行讨论，以及阐述今后的研

究内容等。 

格式：一级标题，等线加粗小三号字体；二级标题，等线加粗四号字体；三级标

题，等线加粗小四号字体；正文，宋体小四号字体。 

参考文献： 

注意期刊、著作、网络等的引用格式 

附件： 

简明适切，主报告中要提到有对应的“详见附件 X” 

1. 反映直接相关的实践背景材料（问题） 

2. 反映实践研究过程的材料（时间和程序） 

3. 反映操作要点的材料（步骤及案例） 

4. 反映直接效果的材料（数据及案例） 

5. 反映研究者主观感受的材料（体会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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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一批课题结题学校名单 

 

 

 

 

 

 

 

 

 

 

 

序号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学校 负责人 

1 2018STEM131 基于 STEM 理念的高中校本课程内容研究 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 蒋国一 

2 2018STEM141 STEM 课程开发与建设研究 攀枝花市第七高级中学校 范志 

3 2018STEM151 基于大中融合及校企融合的 STEM 课程生态建设探索 电子科技大学实验中学 张平福 

4 2018STEM140 STEM 教育视角下的小学 Scratch 编程设计与学习探究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上东小学 曾小钢 

5 2018STEM150 基于科创教育的小学 STEAM 课程构建与实践研究 四川省成都高新区实验小学 朱祥烈 

6 2018STEM142 基于创新实验室下的中小学 STEM 课程开发与实践研究 泸州市梓橦路学校 袁晓莉 

7 2018STEM133 STEM 教育特色学校建设研究 四川省阆中中学校 廖茂荣 

8 2018STEM143 九年一贯制学校推进 stem 教育的策略研究 自贡市汇东实验学校 周德华 

9 2018STEM134 STEM+信息技术学科教育研究 四川省内江市第六中学 王晓龙 

10 2018STEM144 STEM 课程开发与建设研究 遂宁安居育才卓同国际学校 许安富 

11 2018STEM135 民族地区普通高中“STEM+”学科教育研究 四川省泸定中学 林定金 

12 2018STEM145 STEM 课程开发实践研究—可以玩的故事 四川省德阳市东电外国语小学 戴发术 

13 2018STEM136 STEM 教学模式在通用技术课堂中的应用研究 龙泉驿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杨晓文 

14 2018STEM146 小学 STEM 教育特色学校建设研究 成都实外新都五龙山学校 吴登良 

15 2018STEM137 民族地区开展 STEM 教育的研究 盐源县中学校 李绍民 

16 2018STEM147 小学推进 STEM 教育的实践策略研究 成都高新区锦晖小学 程燕 

17 2018STEM138 德阳市推进 STEM 教育的策略研究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王善云 

18 2018STEM148 西部地区联盟体学校小学 STEM课程开发与运用研究 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实验小学 侯俊杰 

19 2018STEM139 STEM 理念与小学科学教材（教科版）深度融合实践研究 四川省威州民族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 吴逢高 

20 2018STEM149 义务教育初中阶段 STEM 教学内容的研究与实践 绵阳中学英才学校 赵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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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第二批课题中期汇报学校名单 
序号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学校 负责人 

1 2019STEM143 西部地区营造小学 STEM 教育空间的策略研究 达州市通川区第一小学校 冯正东  

2 2019STEM144 分年段构建与实施小学 STEM 课程 乐山市外国语小学 徐刚  

3 2019STEM145 基于 STEM 的都江堰课程开发与实施 都江堰北街小学实验外国语学校 马长俊 

4 2019STEM146 基于 STEM 教育理念下小学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研究 内江市第三小学校 许自君 

5 2019STEM147 促进科学家参与中学 STEM 教育的机制研究 四川省成都市玉林中学 邓铭  

6 2019STEM148 
STEAM+教育模式下基于学科资源的小学校本教材开发实证研

究 
德阳市旌阳区西街小学校 李传春 

7 2019STEM149 核心素养下 STEM 课程系列性开发的研究 德阳市华山路学校 梁军 

8 2019STEM150 民办学校 STEM 校本课程开发与建设研究 自贡衡川实验学校 尹强 

9 2019STEM151 STEM 课程开发实施过程中教师能力培养的研究 成都市棕北中学 丁世明 

10 2019STEM152 普通中学 STEM 混合式教学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成都实验中学 刘增利 

11 2019STEM153 STEM 校本课程开发与建设研究 南充市白塔中学 何明春 

12 2019STEM154 基于 STEM 教育的小学跨学科课程整合实践与研究 宜宾市人民路小学校 陈刚  

13 2019STEM155 农村小学 STEM 教育活动模块构建的实践研究 雅安市雨城区第四小学 李斌 

14 2019STEM156 STEM 课程开发与建设研究 富顺县安和实验学校 陈先林  

15 2019STEM157 贫困山区小学 STEM 教育课程开发与实践研究 沐川县第二实验小学 冯啟胜 

16 2019STEM158 基于 STEM 教育的课程评价在职业学校的实践研究 四川省宜宾市工业职业技术学校 李俊 

17 2019STEM159 STEM 课程开发与建设研究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第七实验中学 曹春蓉 

18 2019STEM160 基于环保理念下的 STEM 教育课程内容建设的研究 五丁小学 王志宏 

19 2019STEM161 普通初中推进 STEM 教育的策略研究 崇庆中学附属初中  张燕群 

20 2019STEM162 STEM 校本课程开发与实践研究 宜宾市叙州区东辰学校 罗瑶 

21 2019STEM163 农村边远地区 STEM 课程开发与建设研究  四川省天全中学 白瑞天 

22 2019STEM164 通过 STEM 学习实现小学跨学科学习的教学案例研究 乐山市阳光实验学校 龚伟 

23 2019STEM165 小学 STEAM 校本课程建设的实践研究 成都市解放北路第一小学校 杨庆 

24 2019STEM166 基于 STEM 理念的 Arduino 教学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广安实验学校 赵绍国 

25 2019STEM167 农村中学利用研究性学习提升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实践研究 宜宾市翠屏区凉水井初级中学校 侯开华 

26 2019STEM168 现代教育技术背景下提升教师 STEM 教育能力的策略研究 眉山市彭山区第一中学 王洪伟 

27 2019STEM169 基于 STEM 的县域小学科学实践活动项目开发的研究与实践 绵竹市教师培训中心 魏明贵 

28 2019STEM170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小学推进 STEM 教育的策略研究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金宝小学 杜建国  

29 2019STEM171 基于 STEAM 在农村中学开展科技创新教育的研究 四川省乐至中学 王建国 

30 2019STEM172 STEM 教育理念在初中生科技创新活动中的应用研究 四川省广安友谊中学  余碧波  

31 2019STEM173 农村学校实施 STEM 教育的策略研究 泸县兆雅镇杨九学校  熊小平  

32 2019STEM174 STEM 教育方式研究 长宁县培风中学 杨敏 

33 2019STEM175 基于 STEM 背景下人工智能校本课程的开发研究  四川省邻水中学 瞿德超 

34 2019STEM176 STEM+多学科融合课程开发与实践研究 泸州市第十二初级中学校 李岚 

35 2019STEM177 STEM 理念下发展学生创新素养的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研究 四川省眉山中学校 彭天富 

36 2019STEM178 STEM校本课程开发与建设研究---以南充市江东初级中学为例    四川省南充市江东初级中学  李秉刚 

37 2019STEM179 寄宿制小学 STEM+教育方式研究 乐山艺术实验学校 苟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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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第三批课题开题答辩学校名单 
序号 课题名称 学校 负责人 

1 从融合到创生，STEAM 理念下幼儿园融创游戏实践探究 绵阳市教工涪城区幼儿园 夏凌 

2 幼儿园项目式 STEM 教育活动的开发研究 成都市金牛区机关三幼 高翔 

3 STEAM 理念下猕猴桃课程实践研究 绵阳市安州区乐兴小学 李长奎 

4 STEM 理念下农村学校非遗文化课程开发与实践研究 绵阳市安州区秀水一小 呙军 

5 基于“七彩课程”理念的 STEM课程开发   成都七中万达学校 李睿 

6 基于 STEM 理念的校本课程建设 成都七中八一学校 任天府 

7 基于 STEM 的人工智能校本课程开发与实践研究 简阳中学 杨勇军 

8 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中小学 STEM 课程研究与开发   成都师范银都小学 冰洁 

9 基于项目式学习的 STEM 广域课程开发及实践研究 成都龙泉一小 陈霞 

10 中学阶段 STEM 课程的开发与建设研究 
德阳旌阳区教育科学研究与培训

中心 
冯伟杰 

11 中学 STEM 课程微课资源建设与实践研究 四川省德阳东汽八一中学 张 虹 

12 STEM+小学机器人教学与活动实践研究 德阳庐山路小学 徐海蓉   

13 基于德阳市工业文化的 STEM 教育特色活动研究 德阳岷山路小学 郭恒霞 

14 农村中学利用常规资源推进 stem 教育的实践研究 四川邻水二中 邓明红 

15 农村基于 STEM 的小学科学高段课堂活动的设计与实施研究 泸州通滩镇中心小学 邹宏春 

16 stem 课程开发与建设研究 泸州老窖天府中学 王建波 

17 问题探究式 STEAM 活动实践研究 资阳市雁江区一幼 李晓路 

18 基于科学教材自主开发 STEM 课程学习项目的研究 德阳外国语学校小学部 董  涛 

19 
基于 STEM 理念下民族地区幼儿园活动重构与实施—以甘孜州晏

锐名校长、向孝珍名师工作室为例      
甘孜藏族自治州幼儿园 杨  琼    

20 区域开展中小学创新教育的实践研究 龙泉教育局 雍峰 

21 STEM 教师队伍培养路径研究 成都龙泉驿区向阳桥中学 刘延美 

22 基于工程教育理念的 STEM 校本实践研究 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苏萍 

23 幼儿园 STEM+R 园本课程构建实践研究 四川博睿特幼稚园 陈光前 

24 “STEM 教育”环境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绵阳市安昌路小学 杨波 

25 STEM 理念下农耕实践课程研究 绵阳涪城区石洞小学 常青 

26 基于 STEM 教育理念的校本教材开发与研究 绵阳长虹世纪城实验小学 杨聪伟 

27 STEM 教育特色幼儿园建设研究 内江三幼 张俊芳 

28 普通高中学校推进 STEM 教育的策略研究 四川宜宾市一中 田贵荣 

29 普通高中 STEM 主题实验室建设研究 四川省宜宾四中 温雪 

30 基于 STEM 教育下的油樟树项目式研究 四川宜宾叙州区城北学校 江鑫堂 

31 山区学校 STEM 教育与课程开发建设研究 四川珙县米市街小学 刘克强 

32 基于 STEM 教育下废纸再利用课程策略初探 四川宜宾市戎州实验小学 王涵 

33 基于 PBL 教学理念的小学 STEM 校本课程开发与实践研究 四川宜宾市黄桷庄小学 邓夏 

34 基于 STEM 理念下的幼儿园教学活动课程建构策略的实践研究 四川宜宾翠屏区区级机关幼儿园 张春媚 

35 《基于 STEM 理念下的校本特色课程开发与应用研究》 四川省达州大竹县第一小学 练友全 

36 基于 STEM 教育理念的小学低段校本课程内容研究 简阳市射洪坝第一小学筒车校区 李汶涛 

37 民族地区 STEM 特色幼儿园建设的探索 凉山州机关一幼 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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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STEM 教育融入小学信息技术教学的实践研究 简阳市简城第一小学 应俊莉 

39 与虚拟现实技术相融合的中小学 STEM 课程资源开发研究 成都市棕北中学西区实验学校 张华 

40 基于学科拓展 STEM 的实践研究 成都龙泉驿区柏合九年制学校 朱松华 

41 区域推进 STEM 教育的策略研究 ——以绵阳地区为例 绵阳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罗小兵 

42 基于小学科学课堂对 STEM 教育评价体系的研究 四川省绵阳市梓潼东辰学校 赵显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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