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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鉴定申请的研究成果不存在知识产权争议；全国教育科学规
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保护作者的知识产权，拥有宣传介绍、推广应用本
成果的权力。特此声明。

课题负责人（签章）
2012 年 11 月 30 日

一、本表仅适用于列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的课题鉴定结题申请。
二、按照有关规定认真如实地填写表内栏目。无内容填写的栏目

可空白；所填栏目不够用时可加附页。
三、“工作报告”及“研究总报告”、“课题成果公报”的写法和

要求见该栏目的“内容提示”。
四、课题研究完成后直接向鉴定组织单位报送鉴定材料 7 套（5

套提交鉴定专家、2 套存档），每套材料包括：课题立项通知书、《课
题申请?评审书》、开题报告、中期报告、《成果鉴定申请?审批书》、
成果主件（研究总报告和成果公报）、成果附件（专著、已发表的系
列研究论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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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变更的申请及获准批复。除专著外，每套
鉴定材料必须统一装订成册。申请免于鉴定的，须报送鉴定材料 2 套；
免于鉴定申请未获批准的，需再报送鉴定材料 5 套。

五、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通讯地址：北京市北三环
中路 46 号，邮政编码：100088。

六、

联系人：丁杰  联系  （010）62003304

填  表  说  明

请将本《成果鉴定申请?审批书》及课题成果主件（研究总
报告和成果公报）的电子版发至电子信箱 qgb@cnier.ac.cn



一、基本情况

成果主件

（代表作）

《“敬业乐群”——学校历史文化培育的研究》

结题报告、出版书籍

提

交

鉴

定

的

成

果

成果附件

（按规定要求，

提供与本课题研

究相关的材料）

《敬业校史长编》第一辑

《敬业校史长编》第二辑

《春华秋实》第三辑

数字化校史资源库光碟

教师案例集

申请鉴定方式 通讯鉴定

原计划成果形式     结题报告及相关附件

原计划完成时间    2012 年  6 月 30  日

通讯地址 蓬莱路 345 号 邮编 200010

联系电话 63680744 电子信箱 Zxjingy@hpe.cn

课题组主要成员名单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务和职称 承担任务

郑大中 上海市敬业中学 支部书记兼校长 高级 学校管理

钱君端 上海市敬业中学 原教学校长     特级 教育理论

徐霞红 上海市敬业中学 支部副书记     高级 学校管理

王飞红 上海市敬业中学 副校长         高级 学校管理

孙  晔 上海市敬业中学 副校长         高级 学校管理

诸  伟 上海市敬业中学 工会主席       高级 学校管理

张丽霞 上海市敬业中学 教导主任       高级 教学实践

王旭峰 上海市敬业中学 校办主任      高级 学校管理

戴  智 上海市敬业中学 教导副主任     高级 理论研究

袁凌蓉 上海市敬业中学 教导副主任     一级 教育实践

蒋敏菁 上海市敬业中学 教导副主任      高级 后勤保障

钟思慧 上海市敬业中学 团委书记       一级 教育实践



二、工作报告（不超过 2000 字）

研究的主要过程和活动；研究计划执行情况；研究变更情况（课

题负责人、课题名称、研究内容、成果形式、管理单位、完成时间等）；成果的

出版、发表情况，采纳、转载、引用、实践情况等。

   《“敬业乐群”——学校历史文化培育的研究》于 年 月正式立项为

全国教育科学 十一五 规划 年度教育部规划课题。经过课题组前期研究规

划，同年 月，学校组织召开了开题论证会，在听取了与会的专家领导指导意

见后，学校对课题开题方案又进一步作了修改调整，并由此全面拉开了研究的

序幕。课题研究主要分为理论学习、理论研究、实践研究和总结提升四个阶段

展开。

     第一阶段：理论学习阶段（ 年 月 月）

自课题设计与启动以后，学校领导与课题组成员认真学习、领会了《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中

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讲话精神切实加强社会主义荣辱

观教育的通知》《教育部关于大力加强中小学校园文化建设的通知》等文件精

神。课题组及骨干教师先后阅读了《学校文化》《学校文化研究》《学校文化·课

程开发》等著作，并组织了 多次集体学习，交流学习体会与心得。为加深对

“敬业乐群”历史文化的理解，学校组织全体教师研读《礼记·学记》，《中国

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家们》人人撰写学习体会。

第二阶段：理论研究阶段（ 年 月 月）

课题组围绕历史文化的概念与功能进行了文献研究，针对敬业历史文化的

内涵、形式与特色等理论问题进行了梳理与提炼，并对敬业历史文化培育的现

状进行了 分析。期间，为推进理论研究，学校先后举办了 余次专家

讲座、 余次科研沙龙和 次课题汇报会。编制完成《敬业史稿长编》等文本。

第三阶段：实践研究阶段（ 年 月 年 月）

围绕学校历史文化再认识、教师文化培育、课程文化培育和学生文化培育

四个项目积极展开实践研究。在“敬业乐群”历史文化再认识方面，编制完成

内容提示：

研究主要过程和活动

2009 9

“ ” 2009

11

2009 10 -12

10

2010 1 -6

SWOT 10

10 2

2010 7 -2011 12



《敬业史稿长编》第一辑和第二辑等文本，完善敬业数字化校史资源库。在基

于“敬业乐群”的教师文化研究方面，通过开展导师制、访名师，工作室、教

研组校本教研，年级组、班主任队伍建设，特色项目等项工作，深入研究敬业

教师的特质文化，教师撰写了大量论文。在基于“敬业乐群”的课程文化研究

方面，学校结合课题研究，开发校本课程、研制国家课程的校本化实施方案、

制定学校和教研组好课标准，每学期定期开展同课异构，建设特色课程 余门，

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基于“敬业乐群”的学生文化研究方面，摸索、建立了适

合敬业特点的德育途径与长效机制，编写了《敬业导读》《敬业之星》等校本德

育教材，依托敬业人形象讨论、敬业之星、温馨教室、同伴教育、文化广场、

红色之旅、社区服务等系列活动的开展，不断提升敬业学子的文化素养与综合

能力。

第四阶段：总结提升阶段（ 年 月 年 月）

对各项实践研究进行总结归纳，梳理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形成具有一份

有 5 万 5 千字的结题报告和有 15 万字的教师案例附件，并邀请专家对课题成果

进行论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修改，最终完成课题研究，出版科研成果。

一、群策群力 分工合作：课题组成员是行政班子的主要成员，大家多次利

用校务会议、行政会议专题召开研讨，大家共同围绕课题目标，出谋划策，结

合各自部门研究实践情况，不断深入推进课题研究，从而确保课题研究的可行

性和执行力。

二、专家指导 把握方向：课题申报时就征询了学校两位特级教师黄政民老

校长和钱君端校长的意见，并得到了区科研室李金钊主任和唐军老师的大力指

导。在成功立项为教育部规划课题后，在开题论证时，上海市教育协会许象国

秘书长、区教师进修学院魏耀发书记、华师大赵中建教授等专家时纷纷提出了

许多宝贵的意见；课程研究过程中，华师大赵中建教授、夏志芳教授和学校教

科研导师、市名师基地导师徐崇文老师又多次给予课题组成员研究指导。在专

家们一次次的指点中，帮助我们牢牢把握研究的方向。

三、课题细化 化整为零：本课题是一个比较大的课题，为了便于课题推进，

我们化整为零，先后开展了《敬业中学管理文化建设的实践与探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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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计划执行情况



习——实践”学习共同体建设的实践与探索》、《在团队合作中融洽同伴关系

的实践研究》等课题研究，推动主课题研究。

四、完善方案 明确任务：在展开课题研究后，课题组多次召开工作会议，

针对专家意见进一步调整了课题方案，尤其在时间节点和预期成果方面进一步

进行了论证，明确各为课题组成员和部门的任务，并且在两长以上就修改后的

研究方案展开研讨，从而不断完善方案。

五、人员保障 三位一体：点——课题组成员：每个课题组成员或是一个子

课题的负责人、或是一个部门的主管，每个人都是课题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每个人都要明确各自所负责的课题或者部门的研究任务，才能确保课题研究顺

利执行；线——各类工作室：学校还有青年班主任工作室、课程建设工作室、

教科研工作室等，各工作室成员都是推进课题的主力军，利用工作室活动做好

动员和研究工作的部署工作，课题相关研究材料多是来自于工作室的成员；面

——全体教职工：利用一年一度的教科研月活动推进课题研究，28 届时召开开

题会；29 届时作为推进会，推荐了主课题的相关研究课题；30 届召开结题会筹

备会。

、出版刊物《“敬业乐群”——学校历史文化培育的研究》

、在京津沪渝四市区教育论坛作主题为《传百年敬业文化 创历史名校辉煌》

发言

、课题《敬业中学管理文化建设的实践与探索》获得 年黄浦区教育系统

基层单位党支部（总支）中心组课题评选二等奖

、课题《“学习——实践”学习共同体建设的实践与探索》获得 年黄浦区

教育系统基层单位党支部（总支）中心组课题评选二等奖

、课题《在班集体建设中融洽同伴关系的实践研究》在区教育系统课题研讨会

上交流发言

、《敬业文化在传承中发展》于 年 月获得全国教育改革优秀教学论文

大赛一等奖

、《敬业校史长编》第一辑

、《敬业校史长编》第二辑

、《敬业数字化校史资源库》

成果的出版、发表情况，采纳、转载、引用、实践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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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果公开报告会情况（不超过 2000 字）
1.成果公开报告会简况（时间、地点、听众、科研管理部门主持人）；
2.成果公开报告要点（论题、观点、方法、建议等）；
3.同行听众反馈意见。

1、成果公开报告会简况：

2、成果公开报告要点：

时间：2012 年 9 月 27 日

地点：敬业中学

听众：1、邀请领导、专家：

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                张民生

上海市教委基教处处长              倪闽景

上海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        顾志跃

上海市教科院普教所常务副所长      汤林春

上海市教科院普教所书记            李丽桦

黄浦区教育局局长                  王伟鸣

黄浦区教育局副局长                曹跟林

黄浦区教师学院院长                奚晓晶

黄浦区教师学院副院长              邢至辉

2、各区教师进修学院科研室主任及分管中学科研员；

3、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区兄弟学校分管教科研主任。

主持人：上海市教科院普教所普及指导室主任 潘国青

一、研究目标：

立足“敬业乐群”的校训，对学校文化核心再认识、再思考，完善敬业学

校历史文化体系；探索学校历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有效途径和长效机制，构建

敬业文化特色的课程体系，用学校优秀历史文化打造具有“敬业”精神和“乐

群”品质的“敬业优秀师表”队伍和“敬业优秀学子”队伍，树立鲜明的代代

相传的敬业人文化特质，全面开展学校历史文化培育的实践研究。

二、研究思路：

学校形成了“总——分——总”的敬业历史文化培育的思路框架。学校通过

对历史文化的回顾、梳理、学习的阶段，加深对敬业文化的理解；第二阶段是

“分门别类”共同建设过程，历史文化再认识带动教师文化与学生文化的比翼

齐飞，而这两翼是在课程文化建设的平台上起飞的，管理文化则对教师文化、

学生文化以及课程文化起到一个保障与支撑的作用（由于结题报告的结构与篇

幅所限，管理文化内容主要反映在教师文化建设一章中）；第三阶段是对学校文

化的总体性提升。



三、主要观点：

1、在“敬业乐群”历史文化再认识方面：挖掘学校历史文化内涵，对“敬

业”和“乐群”做出更全面深入的解释；梳理校史，编制完成《敬业史稿长编》

第一辑、第二辑等文本，完善《敬业中学数字化校史资源库》平台建设。

2、在基于“敬业乐群”的教师文化研究方面：通过开展导师制、访名师，

工作室、教研组校本教研，年级组、班主任队伍建设，特色项目发展等项工作，

深入研究敬业教师的特质文化，探索增强教师对学校历史文化认同感的四个方

法，培育教师文化的五条主要途径，教师撰写了大量案例、论文和研究报告。

3、在基于“敬业乐群”的课程文化研究方面：开发校本课程、研制国家课

程的校本化实施方案、建设特色课程、制定好课标准、开展同课异构，摸索出

适合敬业文化的三条课程文化培育途径，形成十余本校本教材和特色课程的实

施方案。

4、在基于“敬业乐群”的学生文化研究方面：摸索、建立了适合敬业特点

的德育途径与长效机制，如增强学生对敬业文化认同的主要方法、学生特色文

化建设的主要途径等，编写了《敬业导读》《敬业之星》等校本德育教材，依托

敬业人形象讨论、敬业之星、温馨教室、同伴教育、文化广场、红色之旅、社

区服务等系列活动的开展，不断提升敬业学子的文化素养与综合能力。

顾志跃：学校先后开展了三个主课题研究，从历史文化课题角度来看，文

化培育是一个很抽象的命题，但是敬业中学把它们演绎的扎扎实实。其中包含

了许多研究和探索，教科研不在做很多的文章，是对破解知识的一种展示，对

行为、知识的挑战。好的成果在于你想了没有，做了没有。

汤林春：敬业中学有一个好的校训：“敬业”我理解为敬畏教育，只有这样

才能时时刻刻关心教育。“乐群”乐于教研群体，需要大家的一同参与。他们有

三个系列主课题，这与学校文化建设一脉相承。

张民生：“敬业乐群”是敬业的办学目标。如今“敬业乐群”与以前的内涵

要有发展。如“敬”——“敬畏教育”，那对于学生如何解释？“业”——专业、

事业、学业？一定要使它更加与时俱进。今天我们要重新解释“敬业乐群”，把

以德育为先，“乐群”要有它的包容性、和谐性，保证个体差异又要保证和而不

同，这就是小平同志的“面向未来”。思考今天的教育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要

有能力对应，包括教师和学生的能力。

3、反馈意见：



四、阶段成果

重要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序号 作 者 成果形式 字数 完成时间 出版单位或发表刊物名称、期号

1
葛明沧等 《敬业史稿长编》

第一辑印刷物

15 万 2010.1

2 钱君端等 《敬业史稿长编》

第二辑印刷物

15 万 2011.4

3、 葛明沧等 《敬业数字化校史

资源库》扩建

8.4GB 2010.6

4 郑大中等 《敬业中学管理文

化建设的实践与探

索》结题报告

8000
2009.2.

5 郑大中等 《“学习——实践”

学习共同体建设的

实践与探索》结题

报告

7000 2011.11.



五、建议回避鉴定的专家名单

  

六、申请免于鉴定的理由（申请者填写此栏）

课题组可提出可能影响评价公正性的专家, 建议回避鉴定本成果，并

说明理由；建议回避鉴定的专家人数不得超过 2 人。

姓 名 单    位 职  称 建议回避鉴定的理由

理由：

证明材料（可另附页）：



七、课题资助经费总决算

八、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审核意见

批准资助金额 0 元 资助总金额 0 元

经费使用情况

年度

开支项目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年 总计

专家指导费 1000 1000 1000 2000

资料费 1000 1000 1000 1000

小型会议费 1000 500 500 1000

交通费 100 100 100 200

刊物出版费 25000

合计 3100 2600 2600 29200 37500

成果是否达到鉴定要求。课题管理和经费使用是否符合规

定。是否同意鉴定（或同意免于鉴定），鉴定所需经费是否有保证。

是否参加课题开题、中期检查。是否举行成果公开报告会。

课题组成员经过认真实践研究，先后组织召开了开题、中期和成

果公开报告会。目前已经完成课题结题报告，并于 2012 年 7 月正式

出版了成果集《学校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课题管理和经费符合

规定，同意鉴定，并保证鉴定所需经费。

         

               单位公章               负责人（签章）

           2013 年 3 月 3 日             2013 年 3 月 3 日

内容提示：



九、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意见

全国教育科学

规划领导小组

办公室学科主

管预审意见

                学科主管（签字）：

                        年   月    日

姓名 职称 (务) 单       位 专业 职责

赵中建 副所长、教授 华师大课程与

教学研究所

比较教育 组长

许象国 秘书长 上海市教育学

会秘书长

教学研究 成员

夏志芳 教授 华师大课程与

教学系

地理教研 成员

潘国青 特级教师 上海市教科院

普教所

教育心理 成员

史耀芳 主任、博士 宁波市教育科

学研究所

心理学 成员

鉴定组

专家名单

全国教育科学

规划领导小组

办公室负责人

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十、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验收、审批意见

            公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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