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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说明  

 

 

 

1．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重大课题、专项课题以外的课题申报者

填写本《申报评审书》和《申报评审活页》。  

2．封面左上角“编号”栏，所有申报者均无须填写，评审时由省教育科学

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填写。  

3．  “研究方向与范围”栏按《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发展规划要点》

第五部分“重大课题与研究领域”之二“重点研究方向”中的分类填写，如申

报基础教育“依法治教研究”类课题就在此栏填写“基础教育 1”，申报职成教

育、高等教育课题以此类推，申报自选课题者则在此栏填写“自选课题”。如确

实有必要，“课题主持人”可以填两人。  

4．“ 江 苏 省 教 育 科 学 ‘ 十 二 五 ’ 规 划 课 题 完 成 情 况 ” 分 以 下 几 种 ： A.

主 持 并已 结题 ； B.主 持 但未 结题 ； C.参 与 研究 ； D.未参与 研 究。 申报 者 只

须在“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 ’规划课题完成情况”栏填上序号“ A、 B、

C、D”即可。“其它教育科研课题完成情况”栏须如实填写主持或参与研究

的 一 至二 项课 题名称 、 课题 级别 及完成 情 况， 未参 与任何 课 题研 究者 如 实

填写“未参与 ”。  

5．《申报评审书》中“课题研究设计与论证报告”和《申报评审活页》

总字数不宜超过 5000 字，各栏目空间填写时可根据实际需要调节。  

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地址：南京市北京西路 77 号；邮

编： 210013；电话： 025-83758278， 83758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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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题研究人员基本信息 

课 

题 

主 

持 

人 

第一主持

人姓名 
裘高飞 性别 男 民族 汉 出生年月 1978.12 

行政职务 副校长 专业技术职务 中小学高级 研究专长 法治教育 

最后学历 本科 最后学位 法学学士 电    话 15961160503 

工作单位 常州市第四中学 E-mail qiugaofei@126.com 

通讯地址 常州市劳动东路 5号 邮政编码 213011 

第二主持

人姓名 
狄海芬 性别 女 民族 汉 出生年月 1979.6 

行政职称 办公室副主任 
专业技术

职务 
中小学一级 

研 究 专

长 
法治教育 

最后学历 本科 最后学位 硕士 电   话 13813675665  

工作单位 常州市第四中学 E-mail czszbgs@qq.com  

通讯地址 常州市劳动东路 5号 邮编 213011 

﹃

十

二

五

﹄

期

间

教

育

科

研

情

况 

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完成情况 A 

其它教育科研

课题完成情况 

主持常州市规划课题《初中道德与法治课中体验探究式教学的研究》未结

题 

独立或

以第一

作者身

份公开

发表或

出版的

论文或

论著

（限填

10 篇） 

论文或论著名称 
发表论文（或出版论著）的报刊（或出

版社）名称及日期 

论文《谈谈法治教育中的价值辨析》 2019.3 发表于中文核心期刊《中

学政治教学参考》 

论文《以体悟式教学培育法治信仰》 2018.11 发表于中文核心期刊《中

学政治教学参考》 

论文《以价值追求引领法治教育》 
2017.9 发表于核心期刊《中学政

治教学参考》 

论文《未成年人打官司能亲自到法院

吗》 

2017.7 发表于中文核心期刊《中

学政治教学参考》 

论文《苏人版<道德与法治>教材值得

商榷之处》 

2017.1 发表于中文核心期刊《中

学政治教学参考》 

论文《“买一送一”是消费陷阱吗？》 
2013.10 发表于中文核心期刊《中

学政治教学参考》 

论文《构建初中法治教育体系的若干

思考》 

2019.2 发表于省级期刊《课程与

教学》 

论文《引领青少年学生学会的法治思

维》 

2019.1 发表于省级期刊《课程与

教学》 

论文《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的体验

式教学》 

2018.12 论文发表于省级期刊《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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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题 组

核 心 成

员（不含

主持人，

限填 10

人） 

姓名 工作单位 专业技术职务 研究专长 课题组中的分工 

韩树红 常州市第四中学 中小学高级 德育教育 法治教育活动
研究 

徐秋娅 常州市第四中学 中小学一级 德育教育 法治教育活动
研究 

    徐敏 常州市第四中学 中 中小学一级 法治教育 法治教育课程
研究 

郑志娟 常州市第四中学 中小学一级 法治教育 法治教育调查
研究 

石礼红 戚墅堰实验中学 中小学高级 课程建设 法治教育课程
研究 

方海琴 常州市第四中学 中小学高级 课程建设 法治教育课程
研究 

张苇 常州市第四中学 中小学高级 德育教育 法治教育活动
研究 

      刘晓光 常州市第四中学 中小学高级 法治教育 法治教育理论
研究 

     何晓忠 常州市第四中学 中小学高级 德育教育 法治教育行动
研究 

戴贵忠 常州市第四中学 中小学一级 德育教育 法治教育评价
研究 

 

 

 

 

 

 

 

二、课题研究设计与论证报告 

（一）课题的核心概念及其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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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治教育的概念界定 

法治教育是通过对公民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依法治国”方略的宣传和教育，

培养和发展公民法治意识，及用法治意识指导自己行动的一种活动。 

2.初中法治教育的概念界定 

初中法治教育是对初中生进行基本的法律知识、法律技能、法治思维、法治精神的宣传

和教育，培养学生树立法治观念，养成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思维习惯和行

为方式。 

3.初中校本化法治教育体系的概念界定 

本课题遵循学生身心特点，立足于初中学校的校情，建构目标与内容体系，构建初中法

治教育的校本化课程、校本化活动、校园环境文化、整合社会资源等体系。 

初中法治教育体系校本化构建是要遵循初中生身心特点与发展规律，立足学校校情，充

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创新法治教育活动形式，营造校园的法治教育环境氛围，整

合法治教育的社会资源，拓展法治教育的实施途径，形成课内课外、校内校外、网上网下相

结合的校本化教育体系。 

 

（二）国内外同一研究领域现状与研究的价值 

   1.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1）初中法治教育理论的相关研究  

  孟德斯鸠把政治美德归结为爱法律和祖国，因此，一切关键就在于建立起对法律和国家

的爱。要培养人们对法律的爱恋之情不能依靠严刑峻法使人们畏惧法律，因为严刑峻法并不

能导致人们对法律的忠诚和服从，重要的是教育。党的十八大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将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

抓起，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中指出：“推动法治教育纳入国

民教育体系，提高法治教育的系统化、科学化水平。”普法教育深入开展之后，初中法治教育

理论研究作为公民普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殷荣甫的《初中生法治教育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中谈到初中生法治教育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对于初中生的特点缺乏较为系统的认识，法治教

育制度系统化水平较低,法治教育教学方法传统落后,法治教育没有形成合力等问题,并提出

了遵循初中生法治教育的规律，提高法治教育制度系统化程度，教育主体应该改变传统观念

等一些对策。陈文吉的《初中生的公民法治教育研究》中谈到学校要从制度建设、师资队伍

http://yuanjian.cnki.com.cn/Search/Result?author=%E6%AE%B7%E8%8D%A3%E7%94%AB
http://cdmd.cnki.com.cn/Article/CDMD-10459-10161674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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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课程设置、教材内容改进、教育方式多样化灵活化以及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入手,使法

治教育成为一项系统工程。王筱的《中学生法治教育研究》中谈到综合拓展中学生法治教育

路径,构建多位一体的中学生法治教育体系及建立健全中学生法治教育效果评估和跟踪反馈

机制等几个方面系统地加强中学生法治教育研究。  

  由此可见对初中生进行法治教育意义重大，构建基于校情，符合初中生身心特点与认知

发展的初中法治教育体系具有现实意义。 

（2）初中法治教育方法手段研究  

  全面依法治国战略最终落实需要将初中法治教育落到实处。《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中提

出将法治教育内容落实到各学科课程的教育目标之中，要综合采用故事教学、情境模拟(如法

庭模拟)、角色扮演、案例研讨、法治辩论、价值辨析等多种教学方法。杨梦姣的《思想品德

课教学中法治教育研究》中谈到从体验式方法教学和多种形式的课外实践活动两种方式改进

法治教育。王彦彦的《初中生法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及有效性策略研究》中谈到要提升道德与

法治教师的法律素养、丰富法治教育途径、健全法治教育目标评价体系、加强初中生校园内

外法治环境建设。刘珊珊的《初中思想品德课中法治教育研究》中谈到法治教育要明确法治

教育目标、研读教材内容、创新教学方法、提高教师法律素养、完善评价机制。  

  关于初中法治教育的研究，目前理论界主要有几种观点： 

①有的学者认为改革传统课堂理论教学，加强法治实践性教育； 

②动员和发挥一切可以动员的社会力量，加强法律宣传教育。 

总的说来研究者重视从初中法治教育目标、现状成因到相应机制建设、成效等方面进行

研究，使得对初中法治教育的理论研究日趋全面。  

  通过已有的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①对于初中法治教育的研究多数局限于课堂教学，特别是《道德与法治》学科教学中； 

②初中法治教育的研究，更多的是从某一方面研究，缺乏整体的设计与架构； 

③初中法治教育的研究，缺乏目标明确、依据充分、效果明显的初中校本化法治教育的

实践体系。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加强初中法治教育对于落实全面依法治国，促进学生健康发展

与全面成长具有重要价值。构建初中校本化法治教育体系对于提升学生法治素养，提高教师

法治教育水平，增强法治教育的实效具有现实意义。因此我们课题组确立了《初中校本化法

治教育体系构建的研究》，构建起比较完整的校本化法治教育体系，遵循初中生身心特点与发

http://cdmd.cnki.com.cn/Article/CDMD-11658-1016273926.htm
http://yuanjian.cnki.com.cn/Search/Result?author=%E6%9D%A8%E6%A2%A6%E5%A7%A3
http://yuanjian.cnki.com.cn/scholar/Result?AuthorFilter=39688249;&scholarName=%e7%8e%8b%e5%bd%a6%e5%bd%a6


 7 

展规律，立足学校校情，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创新法治教育活动形式，营造校

园的法治教育环境氛围，整合法治教育的社会资源，拓展法治教育的实施途径，形成课内课

外、校内校外、网上网下相结合的校本化教育体系。 

 

2.课题研究价值 

本课题的学术价值体现在： 

（1）发展新理念。通过初中法治教育体系校本化构建的研究，深入探索初中法治教育中

本质性的客观规律，不断发现新问题。通过分析新问题，为解决新问题积累新的经验和新的

策略。 

（2）产生新经验。通过探索初中法治教育的校本化途径与策略，改进法治教育的方式方

法，构建适合初中发展特点的校本化法治教育体系，从而在初中法治教育的策略与方法上有

所突破，在构建校本化初中法治教育体系上有所创新，积累一些新的经验。 

（3）构建新模式。从初中生的发展需要出发，通过法治教育的课程建设、活动创新、文

化建设、资源开发等措施，进行教育方式的变革与创新，从而构建新的初中校本化法治教育

范式。 

本课题的应用价值体现在： 

（1）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法治素养。通过基于初中生身心特点与发展规律，对初中生进行

基本的法律知识、法律技能、法治思维、法治精神的宣传和教育，培养学生树立法治观念，

养成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提升学生的法治素养。 

（2）有利于提高教师的法治教育能力。通过对初中法治教育的研究与探索，优化法治教

育的方式，创新初中法治教育的活动方式，促进教师教育行为的改进，提高教师法治教育的

能力。 

（3）有利于增强初中法治教育的实效。通过初中法治教育体系校本化构建，充分发挥课

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整合法治教育的社会资源，拓展法治教育的实施途径，形成课内课外、

校内校外、网上网下相结合的立体式教育体系，增强初中法治教育的实效。  

 

（三）研究的目标、内容（或子课题设计）与重点 



 8 

  1.研究目标 

（1）通过研究与实践，建构初中校本化法治教育的目标与内容体系，构建初中校本化法

治教育的课程体系、活动体系、整合社区资源体系，建立健全初中生法治素养的评价机制，

探索出适合初中生发展需要的校本化法治教育体系。 

（2）通过研究与实践，培养学生树立法治观念，养成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

法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提升学生的法治素养。 

（3）通过研究与实践，改进教师的教育行为，优化初中法治教育的方式，提高教师法治

教育的能力，完善初中法治教育的内容，增强法治教育的实效。 

 

2.研究内容 

(1)开展初中校本化法治教育现状的调查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现场观察、与教师学生个

别交流等方式，深入调查与分析初中校本化法治教育的现状，总结提炼成功经验，分析存在问

题与困难。 

(2)建构初中校本化法治教育目标与内容体系的研究。构建校本化初中法治教育体系，首

先要研究建构适切初中生身心特点、引领初中生健康成长的法治教育的目标与内容体系。《青

少年法治教育大纲》明确了初中阶段法治教育的目标、内容和基本要求，对我们实施法治教

育具有很好的指导性意义。但《大纲》提出的目标内容仍比较笼统和模糊，究竟要帮助初中

学生学习哪些法律知识和法律法规，培养哪些意识和能力等，仍不够具体和清晰，需要我们

依据《大纲》，根据初中学生身心特点和认知基础，对法治教育的目标内容进行深入研究，系

统策划，构建起以宪法教育为核心、以权利义务教育为本位的初中法治教育目标与内容体系。 

（3）构建初中校本化法治教育课程体系的研究。课程，是学校落实教育任务、实现培养

目标的主要载体，也是学生学习知识、增长能力的重要保障。通过研究与实践，探索初中校

本化法治教育课程建设的途径与策略，法治教育立足课堂教学，优化法治教育方式，加强法

治教育在学科中的渗透，开发满足学生共性需要与个性选择的法治教育校本课程，有机整合

国家课程与校本课程，建立多层次的校本化法治教育课程体系。一是探索提高国家课程《道

德与法治》的校本化实施水平。在教学中引领学生认真学习相关的法律知识，深入理解法律

知识所蕴含的人文价值和法治精神；引领学生从法律角度来观察分析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

党和国家的政策措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培养学生的法治精神和法治思维；结合教学内容

指导学生阅读一些具体的法律法规，以丰富学生的法律知识。二是探索开发实施法治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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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课程。根据研究确定的初中法治教育的目标与内容体系，开发重在法律学习的校本必修

课程，选择与青少年学生日常生活和成长发展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开发若干门重在法律研读

的校本选修课程，纳入学校校本课程体系，供学生自主选修。 

（4）构建初中校本化法治教育活动体系的研究。有活动才有氛围、才有体验。开展重在

生活观察、实践体验的法治教育活动，也是对初中学生实施法治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许多

学校都会组织学生开展一定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但存在着法治教育活动比较少，一学期甚

至一学年才开展一次法治教育专项活动；活动比较随意，缺乏规划设计和精心组织，往往是

为活动而活动，应付式地完成任务，所以学校少见法治教育的氛围。我们课题组探索初中法

治教育活动方式的创新，开展体验式的法治教育活动，增强学生对法治的真切体验，激发学

生对法治的情感体验，引发学生对法治的深层思考，调动学生参与法治的积极性，形成生动

活泼、深层思维的校本化法治教育活动体系。一是创新初中法治教育活动形式，设计开展具

有体验性、教育性、启迪性的多种形式活动。二是对初中三个年级的法治教育活动进行系统

规划、精心设计、认真组织，使之形成序列。三是将大规模活动与小型活动结合起来，统筹

安排，既要开展全校或全年级学生参与的、有较大规模和影响的活动，也要有以班级、社团

为单位开展的活动。    

（5）建立初中法治教育校园文化环境的研究。文化凝聚力量，环境影响人生。加强对学

生的法治教育，必须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环境对学生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浸润作用、熏陶作用。

在校园建设中主动融入法治元素，充分发挥环境育人的功能，建设和布置法治展览馆、法治

活动室、法治文化墙、法治橱窗、普法走廊、法律标识等，宣传法律知识、法治精神，营造

浸润性的法治环境文化。引导师生感受法、理解法，让法治文化浸润到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6）探索初中法治教育整合教育体系的研究。在初中法治教育中整合社区资源，以家庭

为基础、学校为主体、社会为平台，把学校、家庭、社会三个方面力量有机组合起来，开展

多样化的法治实践教育。同时，探索互联网+法治教育的新形式，建立法治教育自主学习平台，

链接一些权威的法治教育网站，上传法律法规、法律解读、举案说法、法治建设新闻、法律

故事等图文材料和音像资料，供学生随时点击浏览、学习参考。还可以利用学校微信平台、

班级 QQ群、个人社交平台等，经常发送一些法治建设的信息、法治方面的名言警句，介绍一

些法律法规、法律案例。通过校内与校外法治教育的融合，传统教育方式与网络化教育方式

的整合，提高初中学生的法治意识和法律素质，构建起多元化、立体式的法治教育体系， 

(7)建立健全初中生法治素养校本化评价机制的研究。长期来，对初中生法治学习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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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思想品德》课程（现《道德与法治》课程）学习评价中的一个内容，缺乏专项的评价；

只是对学生法律知识学习的评价，缺乏对学生法治素养的评价。构建校本化初中法治教育体

系，加强对初中学生的法治教育，必须建立健全学生法治素养评价机制，充分发挥评价对学

生学习法治知识、参与法治实践、发展法治能力、提高法治素养的导向作用和激励功能。 

 

3.课题研究重点 

在上述研究内容中，第 2、3、4、6是本课题的研究的重点内容，通过研究和实践，构建

初中法治教育的目标内容体系、课程体系、活动体系、整合教育体系。 

 

 

（四）研究的思路、过程与方法 

 1.基本思路 

本课题主要依托调查研究和理论指导相结合；学术研究与实践探索相结合；学习研究与

总结提炼相结合的研究思路，按照以下步骤扎实开展本课题的研究：调查研究（调查报告）

→了解初中法治教育现状，提供课题研究支持→文献研究→加强对法治教育的理解→行动研

究→建构初中校本化法治教育的目标与内容体系→构建初中校本化法治教育的途径与策略体

系→从解决问题出发的形成性评价研究。 

以上研究步骤和研究内容既全面推进，又循序渐进、重点突破，以课题核心组成员为主

体，在调查研究、文献研究、经验总结、专题研讨的基础上，分工研究初中法治教育的内涵

特征、基本要素、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过程等研究内容，形成初中校本化法治教育的

目标和内容体系，探索有效的初中校本化法治教育途径、方法、策略，注重培养学生运用知

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形成典型的设计案例，并加以总结推广。 

 

2.研究过程 

本课题计划三年时间完成，根据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将分下列四个阶段展开。 

（1）准备阶段（2019.7～2019.10）课题负责人完成课题设计；召开开题论证会议，聘

请专家对课题方案进行论证，进一步修改和完善课题研究方案；撰写总课题研究的具体实施

方案和年度实施计划。召集课题组成员会议，进行子课题的分工；各子课题组长分别制订研

究方案；全体成员进行理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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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展开阶段（2019.11～2020.11）课题按计划开展研究，定期组织课题交流活动，

如课堂观摩、主题研讨、读书沙龙、成果展示等。建好课题网站，积累详细研究资料。进行

课题的中期评估，分析总结课题进展情况，进行阶段研究成果的展示。 

（3）研究深化阶段（2020.12～2021.12）根据中期评估反馈意见，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

讨论、调整和修正，开展新一轮研究行动。 

（4）总结阶段（2022.1～2022.7）进行课题结题准备，全体成员完成研究案例、论文、

资料等收集整理工作；撰写并提交总课题研究报告。 

 

3.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通过文献研究收集国内外有关法治教育相关专题的最新研究成果，为整

个课题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资料积累和外部借鉴。 

（2）调查研究。通过调查法，了解和评估初中法治教育的现状和主要问题；通过访谈法，

搜集与初中法治教育研究有关的各种信息与数据。 

（3）行动研究。对初中法治教育的途径与策略进行行动研究，在行动中研究，在行动中

不断修正和调整研究方案，将研究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五）主要观点与可能的创新之处 

      1.主要观点 

（1）我们认为初中阶段是法治教育的关键时期。初中阶段是学生人生观、价值观、世界

观形成的重要阶段，也是学生法治意识、法治思维、法治信仰培养的关键时期，加强对初中

生的法治教育对青少年健康成长、国家法治建设、社会和谐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2）我们认为学校法治教育是提升学生法治素养的重要途径。初中法治教育需要基于校

情，遵循初中生身心特点与认知规律，采取有效的法治教育策略，构建初中校本化法治教育

的体系，并有效落实，可以提升初中生的法治素养。 

（3）我们认为初中法治教育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初中法治教育需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

主渠道作用，创新法治教育活动形式，营造校园的法治教育环境氛围，整合法治教育的社会

资源，拓展法治教育的实施途径，形成课内课外、校内校外、网上网下相结合的校本化法治

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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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能的创新之处 

（1）策略方法的优化与创新：通过探索初中校本化法治教育的途径与策略，改进法治教

育的方式方法，构建适合初中发展特点的校本化法治教育体系，在初中校本化法治教育的策

略与方法上有所创新。 

（2）资源建设的丰富与创新：本课题在研究中，开发与形成了初中校本化法治教育的课

程资源、法治教育的典型活动案例、法治教育的家长、社区资源等，在初中法治教育的资源

建设上有所创新。 

（3）目标内容体系的建构与创新：本课题在研究中，依据《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的目

标与内容要求，对其具体化、体系化，建构适切初中生身心特点、引领初中生健康成长的校

本化法治教育的目标与内容体系。 

 

 

 

 

 

 

（六）预期研究成果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完成时间 

阶段成果

（限 5项） 

初中法治教育校本化实施现状的调查分析报告 报告 2019年 11月 

初中校本化法治教育的目标和内容体系 研究资料 2020年 6月 

初中法治教育的校本课程读本 读本 2020年 12月 

构建初中法治教育体系的若干思考 论文 2020年 10月 

《初中法治教育体系校本化构建的研究》中期报

告 
研究报告 2021年 12月 

最终成果

（限 3项） 

初中法治教育的校本课程读本 读本 2020年 12月 

构建初中校本化法治教育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论文 2021年 8月 

《初中法治教育体系校本化构建的研究》的课题

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2022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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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完成研究任务的可行性分析（包括：①主持人除外的课题组核心成员的学术或学科背景、研究经历、

研究能力、研究成果；②研究基础，包括围绕本课题所开展的文献搜集、调研和相关论文等；③完成研究任

务的保障条件，包括研究资料的获得、研究经费的筹措、研究时间的保障等。） 

1.研究力量 

课题组组长为常州市“特级教师后备人才”、常州市“学科带头人”，担任学校主管教学

与教科研的副校长。具有丰富的教研工作经验和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先后主持过国家级课

题 1项、主持省十二五规划课题 1项，作为核心成为参与省级课题 2项，主持市级规划课题 3

项，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市级 2 项。多年来对法治教育持续、深入的研究，法治教育论文多篇

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在法治教育上有着深厚的理论功底。多年来坚持初中法治教育的实践

与探索，已在学校开设“模拟法庭”校本课程七年多，组织学生观摩法庭庭审，开展法治教

育讲座等多样法治教育实践活动，具有丰富的初中法治教育实践经验。 

课题组其他核心成员都具有厚实的理论素养、扎实的专业功底、丰富的教学经验和较强

的科研能力。因此本课题的研究与实践具有很好的人才资源。 

2.前期准备工作 

课题组成员长期关注初中法治教育，前期已进行了法治教育的相关研究，并取得大量的

成果。围绕本课题，课题组已做了大量的文献搜集工作，共搜集到的与本课题相关的著作近

13 部、与课题研究相关的质量较高的研究论文 30余篇。课题组成员围绕法治教育已在中文核

心期刊发表《青少年法治思维培养论析》、《谈谈法治教育中的价值辨析》、《以体悟式教学培

育法治信仰》、《价值追求引领法治教育》、《未成年人打官司能亲自到法院吗》、《以“买一

送一”例谈消费陷阱》等论文，省级期刊发表《构建初中法治教育体系的若干思考》、《引领

青少年学生学会的法治思维》等论文；通过访谈法进行初步调研，听取了老师的意见，大家

一致认为，当前研究构建初中法治教育体系的研究对于培养学生素养、促进学校法治教育具

有重大意义。 

3.保障条件 

首先，课题主持人所在单位能够上中国期刊网、超星数字图书馆、万方学位论文全文数据

库等多种数据库，可以搜集到课题研究所需的各种文献资料；研究经费方面，学校创造条件，

保障课题研究顺利推进，学校为本课题研究提供 10万元的研究经费，其中购买课题研究书籍、

期刊等 2万元，开展研讨及外出学习等活动经费 4万元，课题研究资料、装备等 2万元，课题

研究聘请专家指导费 2 万元；在研究时间方面，我们在课题立项后，将制定详细的课题研究计

划和时间表，按照时间表的进程安排课题研究，课题组成员的研究时间应该能够得到充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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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题主持人所属部门（单位）意见 

本部门（单位）完全了解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十二五”规划课

题管理的精神，保证课题主持人所填写的《申报评审书》内容属实，课题主持人和参与研

究者的政治素质、业务能力适合承担本课题研究工作。同意申报。  

如果该课题获准立项并有经费资助，本部门（单位）愿意以不低于 1：1 的比例划拨配

套经费；如果该项课题获准立项没有经费资助，本部门（单位）愿意为该课题划拨不少于

捌仟元的研究经费。  

本部门（单位）帐号： 81300124210000288 ；开户银行：江苏银行常州经济开发区支

行；户名：常州市第四中学   

 

单位负责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四、课题委托管理部门意见 

县（市、区）管理部门意见： 

 

 

 

 

 

 

单位负责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高校、大市管理部门意见：  

 

 

 

 

 

 

 

单位负责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五、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意见 

 

 

 

 

 

 

 

 

单位负责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