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学生孝道教育专题研讨会 课题结
题研究报告(实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学生孝道教育专题研讨会篇一

课题研究的步骤，当然就是说本课题准备通过哪几步程序来
达到研究的目的。所以在这一部分里应该着重思考的问题就
是自己的课题概准备分几步来完成。一般来说课题研究的基
本步骤不外乎是以下几个方面：准备阶段、查阅资料阶段、
实地考察阶段、问卷调查阶段、采阶段、资料的分析整理阶
段、对本课题的总结与思阶段等。

学生孝道教育专题研讨会篇二

幼儿教育是人生教育的开始，是人生教育的关键时期，因此
教育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幼儿一生的发展。而幼儿从小就
形成交通安全意识，有助于培养幼儿的责任心以及自我处理
问题的能力，对幼儿今后以及他的一生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为了使幼儿能成为明天祖国建设的栋梁，从小培养他们的安
全意识，这是相当迫切和必要的。

学生孝道教育专题研讨会篇三

本课题研究拟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20xx年10月：



1．学习理论，我们学习了黄大龙、朱治国合编的《生态课堂
理论》，学习了《蔡明讲语文》和蔡明老师的一系列有关生
态课堂的文章。

2．酝酿制订了方案，我们的方案获得市方案评比二等奖。

第二阶段：（20xx年10月――20xx年1月）按计划实施，根据实
际状况，搜集整理第一手资料，认真分析研究并小结；及时
上传到网页。

第三阶段：（20xx年2月――20xx年3月）我们用心做好研究活
动，成员们每人围绕课题开公开课。有几人多次上了课题公
开课，及时资料整理、总结，及时上传。最后完成课题研究
报告。

学生孝道教育专题研讨会篇四

（1）查阅文献，搜集资料，积累相关内容的教材与活动材料
及相关的理论知识。

（2）调查、分析幼儿语言能力的现状，做好资料的积累分析、
研究工作。

（3）制订方案的实施计划，确定实施的具体目标和活动内容，
为研究工作做好充分准备。

2、实施阶段：xx年9月―xx年4月

（1）根据课题研究方案及目标，开展系列活动。

（2）定期研究课题工作，不断完善课题计划。

（3）进行个案记录和分析。



（4）收集有关幼儿语言能力培养的内容，方法，并进行选择
和提炼；进行阶段小结。

3、总结阶段：xx年5月―xx年6月

（1）汇总、整理、分析各类资料。

（2）结题，撰写课题报告。

学生孝道教育专题研讨会篇五

本课题的研究我们共分了三个阶段来进行实施。

第一阶段：

准备阶段（xx年2月―xx年5月）

在这一阶段中，我们组织课题组的所有成员学习了国家制定
的新《交通法》，了解新《交通法》的有关内容，了解近年
来交通事故频发对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危害。同时剖析了我园
在交通安全方面存在的一些隐患和家长及幼儿自身交通安全
方面的实际情况。综合以上各方面的情况，我们更加明确了
开展这一课题研究的重要意义。

其次，根据幼儿的年龄、心理特点和认知水平，我们制定了
具体的实施计划和活动内容，并且在全园的小、中、大班中
各明确了一个班作为课题研究班级。

第二阶段：组织实施阶段（xx年6月―xx年9月）

这是课题研究的关键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我们做了大量的
工作。

首先，我们对课题组成员进行了明确的分工，并且制定了各



项具体操作的内容、措施，确定了阶段性的任务、重点。

其次，完成了对幼儿家长交通安全意识和交通法规知识的掌
握情况的调查，并进行特点分析，从而掌握了第一手资料。

再次，我们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幼儿采用了不同的教育模式，
开展了适合幼儿年龄特点的各种主题教育活动。

根据小班幼儿的特点，我们进行了一些比较简单的游戏，如
小二班的吴慧芹老师让幼儿进行十字路口红绿灯模拟表演，
让幼儿认识了“红灯停、绿灯行”、“要走人行横道”的规
则，让幼儿在游戏中建立了初步的交通规则意识。针对中班
这一年龄段的孩子，我们同样采用游戏的形式来对他们实施
交通安全教育。在游戏的过程中引导幼儿学会简单的评价自
己和他人的行为，判断这些行为的对与错。这样，幼儿不仅
有了规则意识，同时幼儿的人格取向也有了一定的提高。

中四班周燕老师组织的亲子交通安全模拟表演，非常有特色，
让家长和孩子们在游戏中形成了交通安全意识。而大班幼儿
由于已形成了初步的品德行为，并开始建立了一种“自律”
意识。因此，在开展课题研究的过程中我引导他们开展讨论，
并和和他们一起制定与交通安全有关的一些规则。这样，幼
儿既能建立规则意识，又了解了相应的交通法规，幼儿的逻
辑思维能力、想像力、创造力、语言表达及辨别是非等多方
面的能力也都得到了发展。

在园长室的关心和支持下，我们还在全园开展了各种各样形
式新颖的交通安全教育主题活动：

活动一、听交通警察介绍交通安全知识。我园请来了大丰市
交警大队的干警到园进行交通安全教育讲座。交警叔叔结合
图片向幼儿介绍交通法则和认识交通标志；结合实际事故发
生的案例分析，告诉幼儿哪些行为是安全的，哪些危险的；
还让幼儿和交警叔叔一起指挥交通，通过学习指挥交通的手



势，培养孩子尊敬交警、热爱交警的情感；一起学习交通安
全儿歌：《交通安全拍手歌》。

活动二、在园结构区中设置交通安全教育的活动设施，包括
模拟红绿灯、斑马线以及其他交通标志等；又如在班上张贴
形象有趣、易理解的交通标志等图片；在语言区设立“娃娃
从小懂交通”园地等。这些和交通相关的环境的创设，使幼
儿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教育。

活动三、提供实践场地进行模拟演练，在游戏中加强安全知
识教育。通过角色游戏将“知”转化为“行”。如开展“十
字路口”、“汽车站”等游戏，让幼儿来把学习的交通规则
运用到游戏中；又如让幼儿或教师作为交通警察来模拟实践，
把所学的交通规则和自我保护的意识在游戏中得到运用。

活动四、构建“三位一体”的交通安全教育体系。幼儿园出
面协调，与家庭、社区的有机结合，形成以幼儿园为主、家
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的“三位一体”的安全教育模式，把
幼儿交通安全落到实处。

活动五、教学延伸活动。教师带孩子上街进行实践活动，观
察交警指挥交通和为交警叔叔献花、认识马路上的标线和红
绿灯、当义务交通员看看有谁的行为违法了等等。让孩子进
一步认识到交通安全的重要性。同时，也可以聘请孩子当义
务交通宣传员，把交通安全知识告诉爸爸妈妈，监督爸爸妈
妈的交通行为是否合法。

在开展以上活动的同时，我园还注重加强幼儿园周边交通的
治理。在交警部门的配合下重点解决我园上下学时段的交通
拥堵的状况，进一步优化幼儿园周边的道路交通环境。经过
整治，校园周边交通环境大为改善，每个小朋友在家长的带
领下都能做到“高高兴兴上学、平平安安回家”。此外，在
幼儿园的环境建设方面，我们还能突出交通安全教育的文化
氛围。



第三阶段：研究总结阶段（xx年10月―xx年12月）

从十月份起我们就开始着手课题研究的完善总结阶段。我们
要求课题组的成员在自我总结的前提下向课题组负责人汇报
课题研究的工作情况。在此基础上，课题负责人进行课题结
题自测、总结，完成课题研究的结题报告和相关课题材料的
收集完善工作。最后在报请上级检测、评估、鉴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