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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融入经济学教学的思考(田 丹 芮红磊)／地域文化融入思政

教育实践路径探究(王亚楠)／精准扶贫思想在贫困生思政教育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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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于爷办第五届全国中小学恩政学科改车创新与教师专业发展高级研修班的通知

为了提高广大德育I：作者的教科研水平与论文写作

能力，解决教研与教学工作总结转化为课题研究和教研

论文的实际闲难，使德育工作和教育研究更好地服务教

学实践，同时为本刊培养一批高素质的作者队伍，根据

广大作者和读者的实际情况，陕西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

究院、中学政治教学参考编辑部拟于2020年暑期举办第

五届伞圉中／J、学思政学科改革创新与教师专业发展高级

研修班，旨在树立师德新风尚、开拓德育新思路、优化

育人新环境、共研学科新技能。，欢迎以学校、教研室、

名师r作室为单位组织参加，同时接受个人报躬

1．课题研究

(1)前沿理论深度解读。主要依靠学科优质资

源，邀请对教育、教学有精深研究的譬家、教授解读前

沿理论，使学员能触摸时代脉搏、沐浴理论之光，形成

理论支撑，避免误动肖动。

(2)高端课题论证观摩一精选高端规划课题，进

入沦证观摩现场，从小对研究方向的选择、课题题目的

打磨、核心概念的界定、申报表格的填写、研究亮点的

推敲等厅面进行全力‘位的感悟。

(3)课题专家点评提升j邀请省级课题管理部f J

的课题研究1j评审专家现身说法，对所观摩课题进行点

评提升，谢孚：员得以窥课题研究奥妙，从而增强自己的
课题选题‘j研究能力

(4)卡f1哭课题成果推介。利用本刊的地位与影

响，为优秀的课题研究提供推介平台．以扩大课题影

响，助力课题研究。
2论文写作

(1)指导有效转化j指导如何对德育l：作思考、

课堂教学反思、课题研究总结等进行整合与提升，从而

转化为有较高品质的教研论文，。

(2)投稿注意事项。全面介绍论文写作要求、杂志

投稿方向以及论文监测评价等方面，提高投稿命中率。

(3)剖析选题策划。本刊主编就2020年度所策划栏

目的选题背景、功能定位、栏目愿景进行解读，增强学

员投稿的针对性。

(4)开展互动交流。与学科专家、资深编辑互动，

进行思想交流，产生思维碰撞，深化彼此情谊。

3．名师工作室经验交流

针对’I：作室的定位、任务、运行与作用，名师引领

与指导、团队合作与交流、课题导向与研究、课堂范式

与实施、教师进步与成长等问题，深入探讨，互动切

磋，提高教师教学教研能力与水平。同时，我们会对名

师T作室之间如何展开互动交流进行论证，以利于彼此

互通有无。

4．德育论坛

同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进校园、进课堂、进学生头脑这一主题，深入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

会上的讲活精神，理茂气壮地开好思政课，创新实施大

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从理论、方法呵实践的角

度，探讨德育工作在学科教学、学校建设、班级管理中

的渗透与融合：

省、市、县德育教科研人员，学校教科室主任，一

线政治教师，中小学及高校德育T作者、班主任，思想

政治教育类专业学生，部分特邀作者代表。。

看到通知之rI起即可报私，报名截止日期为2020年

7，j 20日。有意参加行可于2020年7月20日

前，在本刊网站(11fIll：／／www．11zzMll)或

QQ群(中政参教研写作培训群号：
119462268，可扫，f l删二维码加群)下裁报

名表，将填写完整的报名表发送至电子邮

箱：(伽mn98197@163tom：

1．研修学员每人可提交1篇论文，并于文档前注明“高

中”“初中”“大学”“德育”等字样。论文提交截止日

期为2020年6月30日，提交邮箱：(1舢1)in98197@163．com。

2．学员提交的论文，统一评出特等奖和一二等奖若

干，符合奉I|1J要求的作品优先刚发。

3．为学员颁发陕西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院结业证

书和论文获奖证书。

4．研修学员进入本刊重点作者库，享受优先约稿、

同等条件下优先刊发等权益。

咨询电话：029—85308197；029—85308010；

029—8530835 l； 029—8539689 l。

陕西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院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编辑部

2020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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