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育课题研究开题报告(通用5篇)
随着社会一步步向前发展，报告不再是罕见的东西，多数报
告都是在事情做完或发生后撰写的。报告的格式和要求是什
么样的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报告文章怎么写，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德育课题研究开题报告篇一

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

“社区德育理论与实践研究”大堰中学子课题

“社区德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整合利用研究”实施方案

大堰中学课题组

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

“社区德育理论与实践研究”子课题

“社区德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整合利用研究”

人员名单

课题组顾问：

陈泽奠恩施州教科所副所长

恩施州初中政治教研员

恩施州德育研究会常务副主任

李克建始县教研室副主任



建始县初中政治教研员

湖北省优秀政治教师

田兵建始县研究室主任数学教研员

杨平建始县业州中心学校校长

恩施州德育研究会会员

课题组领导小组：

组长：苏永顺

成员：喻发喜王开敏李名科朱少华

课题组核心组成员：

组长：彭健王国强

成员：田兵李克刘学锋朱荣福杜永辉李红兵陈斌

黄大术刘俊成赵成锋

特邀实验学校及领导：

业州一小何明钊业州二小彭明浪

业州民小王维祺七里小学崔家泉

马栏溪小学刘家兴杨绪兰

野韭池小学黄先朝黑鱼泉小学许志祥

建阳学片易书谦周正生陈苏



罗家学片许安平

研究任务分配

田兵李克社区德育资源与“爱心”教育

杨平社区德育资源与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教育

苏永顺社区德育资源与“五爱”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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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课题研究开题报告篇二

课题名称：数学教学中渗透德育研究

课题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首先，数学是客观物质世界的数量关系及空间形式的客观规
律的反映;其次，数学本身具有结论确定的特点，数学教学可
以说是培养学生理性思维的教学;第三，数学教学在转播数学
知识的同时，承担培养学生进取心和创新精神的责任;第四，
数学课是学校教育的基础课之一，数学教育是一种文化基础
教育。

因此，在数学教学中队学生进行德育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
可行的。在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善于挖掘教材中显现的
和隐性的德育素材，施德育于数学教学之中。

课题名称的界定和解读

《数学教学中渗透德育研究》中“德育”，限定在：爱国主
义、集体主义、世界观、人生观的教育，其中：



3.在数学学习中学会判别人性的真、善、美，体会感性思维
和理性思维有机结合。

课题研究的步骤和举措

研究的主体部分，重点回答解决：

3.在数学学习中学会判别人性的真、善、美，体会感性思维
和理性思维有机结合(以随笔或论文的形式解答)。

据此，课题研究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5月--7月，研讨开题报告内容，收集研究资料做
前期准备工作;(负责人召开研讨会，分配任务)

第三阶段：8月1日--元月底，对前期研究活动进行总结提升
形成文字材料，准备结题，撰写“结题报告”。

课题成果的预期和呈现课题成果：

1.主件：

结题报告;

2.附件：

(1)搜集初中数学教材中体现的中国数学发展对人类的贡献的
材料，制定调查问卷材料，开展调查，形成调查报告：

(3).以随笔或论文的形式研究数学学习中学会判别人性的真、
善、美，体会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有机结合。

德育课题研究开题报告篇三

课题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首先，数学是客观物质世界的数量关系及空间形式的客观规
律的反映;其次，数学本身具有结论确定的特点，数学教学可
以说是培养学生理性思维的教学;第三，数学教学在转播数学
知识的同时，承担培养学生进取心和创新精神的责任;第四，
数学课是学校教育的基础课之一，数学教育是一种文化基础
教育。

因此，在数学教学中队学生进行德育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
可行的。在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善于挖掘教材中显现的
和隐性的德育素材，施德育于数学教学之中。

课题名称的界定和解读

《数学教学中渗透德育研究》中“德育”，限定在：爱国主
义、集体主义、世界观、人生观的教育，其中：

3.在数学学习中学会判别人性的真、善、美，体会感性思维
和理性思维有机结合。

课题研究的步骤和举措

研究的主体部分，重点回答解决：

3.在数学学习中学会判别人性的真、善、美，体会感性思维
和理性思维有机结合(以随笔或论文的形式解答)。

据此，课题研究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xx年5月--7月，研讨开题报告内容，收集研究资料
做前期准备工作;(负责人召开研讨会，分配任务)

第三阶段：8月1日--xx年元月底，对前期研究活动进行总结提
升形成文字材料，准备结题，撰写“结题报告”。



课题成果的预期和呈现课题成果：

1.主件：

结题报告;

2.附件：

(1)搜集初中数学教材中体现的中国数学发展对人类的贡献的
材料，制定调查问卷材料，开展调查，形成调查报告：

(3).以随笔或论文的形式研究数学学习中学会判别人性的真、
善、美，体会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有机结合。

德育课题研究开题报告篇四

通过这几年的学校管理及教学，我觉得现在的学生大多存在
以下问题：

1、道德取向错位。现在孩子享乐主义严重，攀比之风盛行；
诚信出现危机，欺瞒之风严重；没有集体主义意识。

2、心理素质脆弱。受不了批评，一挨批评就逃学，寻死觅活。

3、行为习惯失范。一是打架斗殴。部分学生长期以来被家长
溺爱，养成唯我独尊的性格，稍有不顺就用暴力解决。二是
小偷小摸。由于贫富悬殊加大，学生出现攀比，个别学生为
了面子而小偷小摸。

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学校教育中必须直面不可逃避的，也为我
们的德育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研究目标



对小学生进行感恩教育，争取学校、家庭、社会的共同支持
和努力，主要以主题活动、学科渗透、家庭、社会活动等为
载体，进行教育。

（二）研究方法

调查研究、案例研究、文献研究

（三）研究步骤

1、更新育人观念，育人先正师。组织各种学习及业务培训等
活动建立一支团结进取、本领过硬、作风严谨的教师队伍，
培养老师具有善良和慈爱,信任与宽容；永不满足的执着追求
和创新精神；以自己高尚的师德影响人。

德育课题研究开题报告篇五

日常行为规范养成教育研究

教育专心于未来。教育是若干年后什么都去掉，留下的积
淀——真善美。因而行为规范养成教育是关乎孩子一辈子的
教育。叶圣陶先生曾强调：“启蒙教育是人格陶冶最重要时
期，凡人生之需要之习惯、倾向、态度，多半在这个时期养
成，以后只需继续地培养下去，自然成为社会的优良分
子。”培养少年儿童良好的行为习惯，是保证其健康发展、
可持续发展与终身发展的基础，是在为未来奠基。

时代迅猛发展，要求我们必须用新的视角来看待、研究学生
日常生活与行为规范养成教育问题。德育教育已提升到学校
教育的核心地位，而作为德育教育最基础的内容——学生日
常行为习惯养成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国教育改革与发
展纲要》强调学校“要重视对学生进行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教
育，对少先队员还要注意进行文明行为的养成教育”。抓好
日常生活与行为规范养成教育，是落实素质教育精神的时代



要求，是重中之重。

1、“习惯”，是指人对于某种刺激的“固定性反应”，久而
久之形成的类似于条件反射的某种规律性活动。习惯不是与
生俱来的，它是在生活中形成并逐渐稳固下来的。行为科学
研究表明：一个人的行为大约只有5%是属于非习惯性的，而
剩下的95%都是习惯性的。因而习惯对人们的生活有着绝对的
影响。着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说：“什么是教育，简单一句
话，就是要培养良好的习惯”。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专家
孙云晓指出：“习惯决定孩子的命运”。

2、养成教育，一课题的界定般物指少年儿童的道德品质与行
为习惯的养成与教育。从广义上说，养成教育是指人的基础
的心理素质、思想素质，包括思维方式、道德品质、行为习
惯与生存能力，健康体魄的培养与教育。狭义的养成教育单
指人的良好的道德规范与行为习惯的养成。而且特别是指少
年儿童的道德品质与行为习惯的养成。

淮北市人民路小学是淮北市首家寄宿制、小班化学校。学校
注重学生行为习惯的养成教育，在德育、少先队工作方面积
极探索。鉴于小学生多数为独生子女，家长重智轻德较为普
遍的情况，进一步加强日常行为习惯养成教育，促进学生身
心健康发展，很有必要。

反观现有日常行为习惯培养的研究现状，我们认为

（1）学校生源比较复杂，来自城区、矿区、农村等不同家庭
的孩子行为习惯有较大差距。学生日常行为习惯培养应更具
针对性、层次性。

（2）日常行为习惯的培养方法途径较为简单，缺乏评价与反
馈。我们认为：从行为习惯的培养入手，来探讨与研究新形
势下寄宿制学校学生行为习惯教育的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学
校管理工作的高效、优化，有利于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



能促进学生发展，适应新时期的挑战与要求。这一研究，从
现实与长远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研究目标

1、结合时代要求与少先队教育特色，通过研究与实践，探索
一套适合寄宿制、小班化办学体制的“小学生日常行为习惯
养成”的教育对策，以利推广。

2、通过研究与实践，引导使少年儿童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深入理解道德规范，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3、通过研究与实践，优化班主任队伍，提升教师德育工作水
平，进一步推动学校德育工作。

（二）研究内容：

1、探讨小学生日常行为习惯培养的有效方法与途径。

2、探讨家校社会多维立体的教育途径与策略。如何将本课题
研究与家庭教育相结合，调动家长、社会教育积极因素。

3、探讨优化班级管理、提升学校德育成效的科学、系统的方
法。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理论方面，在心理学、教育学等领域，有瑞士学者皮亚杰提
出的儿童道德认知发展理论，柯尔伯格的儿童道德认知发展
理论，班杜拉与西亚斯的社会学习理论，重点研究了儿童道
德行为的训练与发展问题。实践方面美国更加注重“自然教
育”，引导孩子“自我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