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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题研究设计与论证 

（一）课题的核心概念及其界定 

1、 拔尖创新人才 

    在我国，这一词最早由江泽民同志于十六大报告提起，后来出现在学术论文里是从陈希“按

照党的教育方针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一文开始的。郝克明在“拔尖创新人才与高等教育改革”一

文指出：“拔尖创新人才，是指在各个领域尤其是科学、技术和管理领域，具有创新精神和能力，

要为国家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杰出人才”。因此，结合相关专家和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研究实

际，本课题将高中拔尖创新人才定义为：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坚毅精神，具备较扎实的学科知识

和能力，还有积极的创新意识和较强的创新实践能力的学生。 

2、 个性化定制学习 

每个学生都是不同的个体，彼此存在差异性和个性化，个性化定制学习是指在了解不同学生 

特点和真实学情以及成长需求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学习策略和培养途径，更好地助力学生个性

化发展。  

（二）国内外同一研究领域现状与研究的价值 

（1）国外研究： 

“拔尖创新人才”各国因文化差异在叫法不同，因此培养教育的叫法也不同，欧美国家及亚

洲一些国家如新加坡、韩国等多称为 “天才教育”或“英才教育”。 

例如美国天才儿童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为专校专班，建立专门的天才学校或在普

通学校内设置专门的天才儿童班级。美国特设的天才学校有两类：一类为专科性质的，如布朗克

里克中学；另一类为综合性质的，提供天才儿童所有所需课程，如汉特尔学院高中。天才班级比

天才学校较为普遍，一般设在普通中小学里面，也有专业性与综合性之分。另一方面是由教师对

普通学校或普通班的天才学生进行个别化指导，有时也让天才学生到专门的策略室接受指导，并

结合多种天才教育计划进行培养，如夏冬令营、提早入学等。美国学者对天才儿童培养模式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三种类型，分别是加速型、充实型及能力分组。 

韩国的英才教育起步晚但发展快。韩国英才教育在理论研究或者说实践上大致分为三个阶

段：第一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京畿道科学高中的设立。韩国政府于七十年代末废止小学升初中

考试制度，八十年代初开始推行教育平准化政策，将人才培养工作置于重要地位。但此期间，韩

国学者并没有对英才教育进行专门研究。70 年代末，以韩国教育开发院和韩国行动科学研究所为

中心，开始大力研究英才教育的特征以及根据这些特征选择适当的教育方法。1983 年，韩国创建

了首座以培养科技英才为目标的科学高中即京畿道科学高中。同时，韩国英才教育研究室成立，

进一步大力推进英才教育的专门研究，此阶段研究主要集中于科学英才研究。第二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韩国构建速进型英才教育。1990 年，韩国英才学会成立，标志着韩国英才教育研究已从

零散研究走向系统化研究，并且出版专门杂志。第三阶段，2000 年至今，韩国英才教育振兴法颁



  

布，从法律上确立了天才教育的地位，从此开启了韩国全新教育体系。此法对英才儿童的内涵、

选拔及培养等等都作了明确规定。韩国采取集中形式培养，设立有英才班、英才学校、英才教育

学院等英才教育机关。韩国学者在此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英才教育课程研究、师资培训研究及

英才升学问题研究。 

（2）我国研究： 

早期一般都与高等教育联系在一起，直到最近几年才在基础教育阶段重视起来。我国拔尖创

新人才的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 1978 年中国科技大学创办少年班之前的初步探索阶段。在 20 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间，陶行知和沈亦珍两位学者首先提出超常教育的理念并进行了相应的教育实践。他们提

出的天才观与拔尖创新人才有所区别，但为后来超常儿童研究提供了借鉴基础。 

第二阶段，以 1978 年中国科技大学创办少年班为起点的系统研究阶段。此阶段并没有结束，

而是与第三阶段叠式发展着。此期间，我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超常儿童的内涵、超常教育的价值

取向及培养模式等三方面。华国栋在“论普通班中的超常教育”一文中，在分析国内外结果基础

上，提出“超常学生是指在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表现出来或有潜在的明显超越一般学生能力

的方面，特别是表现或预示有较高创造力，需要超常规的教育和实践的学生”。华国栋的定义已从

注重智力的传统转向非智力因素如创造力方面来。在超常教育的价值取向上，我国学者一直存在

两个截然不同的观点。 

第三阶段，十六大“拔尖创新人才”概念提出以来的深化研究阶段。从现有收集的文献资料

看，目前我国学者大多从高等教育层次研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问题。例如有郝克明、张秀萍、高

晓明、徐晓媛等学者对拔尖创新人才的内涵及其特征的研究，但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研究，只

是强调从高等教育层面进行培养。直到最近几年，我国学者才认识到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重

要性,如 2007 年叶之红的“关于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基本认识”等。从搜集的文献来看，对

高中阶段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进行研究的非常少。例如，罗安琪的“普通高中拔尖创新人才的内

涵探析”、杨晓云的“让创新成为学校的生活方式——关于普通中学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思考”，

还有我国个别案例,例如王囡的“普通高中拔尖创新人才的特征分析——基于北京“翱翔计划”的

初步实践”、启动中学的吴伟丰的“高中化学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从整体看对普通高中培养拔

尖创新人才，还没有系统化研究。  

（3）研究价值：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 年）》其中明确指出：“高等教育是培养

创新型人才的关键阶段，基础教育在创新型人才培养中起着重要的启蒙性和基础性的作用，高中

阶段是学生形成个性自主发展的重要时期，因此高中阶段的教育对提高国民素质和培养创新人才

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要探索高中阶段发现和培养创新人才的途径和多样化模式，要支持有条件

的高中建立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创新人才的培养要贯穿于各级各类的教育。”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

的关键是培养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如何高质量地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是高中和大学共同要面对

的课题。因此，高中和大学一样，建立高质量的教师团队，还要做好教育教学工作的衔接，协同

培养、共同关注，通过个性化定制学习因时因地的更好的促进学生发展和人才培养，对教师自身

也是有很好的提升，更是为国家战略性发展添砖加瓦。 



  

（三）研究目标 

研究分析现行存在的问题，借鉴探索国内外高中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成功经验和案例，结合

我校实际发展情况，希望通过本研究能达成以下目标：建立普通高中拔尖创新人才的个性化定制

学习的系统方案，总结出普通高中拔尖创新人才的个性化学习的培养模式和基本架构，建全评价

普通高中拔尖创新人才的个性化学习的评价体系，同时也提升培养学生的教师团队，从而为高中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供理论依据及实践指导意义。 

（四）研究内容（或子课题设计） 

根据研究目标，设计如下研究内容： 

1、 文献研究国内外对普通高中拔尖创新人才的个性化学习培养案例及现有理论 

2、 “强基计划”等国家战略方针，研究高校和高中阶段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的联系 

3、 普通高中拔尖创新人才的特征 

4、 普通高中个性化定制学习的方式和方法 

5、 普通高中拔尖创新人才个性化学习培养策略或模式 

6、 普通高中拔尖创新人才个性化学习评价依据 



  

（五）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搜集高中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现有案例、成果进行整理分析。  

（2）比较研究法：比较分析国内外各高中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优势之处，结合我国现状对比。

（3）调查研究法：通过问卷调查或实地走访一些省级示范高中,开展问卷调查或访谈了解情况。 

（4）数据分析法：运用信息技术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了解拔尖创新学生培养现状，完善策略。 

 

 

（六）实施步骤 

本研究主要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以高中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理论分析为依据，结合个性化

定制学习培养为实践内容，系统研究各种对策建议，促进我国高中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 

实施步骤主要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2021.11——2022.1确定选题，成立课题组，撰写评审书，制定本课题研究实施方案。  

      2022. 2——2022.6 搜集相关资料和问题；对研究内容进行系统化梳理，开展案例分析

和研究。 

第二阶段：2022. 7——2023.3 进行调查研究分析，汇总完成调查研究报告；开展与课题研究内容

直接相关的活动，借助信息技术手段进一步开展研究。 

      2023. 4——2023.6 收集整理资料，准备中期评估，并对下阶段研究进行调整安排。 

第三阶段：2023. 7——2024.6 邀请专家指导，案例分析，进一步开展实践研究。 

      2024.7——2024.11 总结和反思研究效果，完成各类研究成果整理收集，进行结题前的

准备工作，撰写结题报告。 

 

 

 

 

 

 

 



  

（七）主要观点与可能的创新之处 

1. 主要观点 

（1）作为基础教育的一部分，中学教育是拔尖创新人才成长培养的基础。高中教育的创新质量决

定着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基础。离开合理的中学教育，任何拔尖创新人才都无法脱颖而出。 

（2）各校面对不同潜质的学生完全可以因地制宜设计出适合学生的教学模式，通过多样化的培养

模式提高培养高中拔尖创新人才的质量和数量，同时重在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学习能力、创

新能力和实践能力，通过个性化定制学习策略，建立多元化的培养高中拔尖创新人才的模式。 

（3）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学校以创新为目标的自我更新过程，从管理、教学、学

习三个维度整合校长、教师、学生三方面的积极性，共同为拔尖创新人才的涌现提供条件。教师

作为教学中的主导因素，教师的水准也关系着学生的发展。有了创新型的教师，创新性教育才能

真正惠及学生。 

2. 可能的创新之处 

（1）以前拔尖创新人才主要围绕在高校教育中展开，普通高中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从收集文献资料

看还没有什么研究，只有个别案例，通过这次研究期望能对普通高中培养人才有所启示或起到一

定的借鉴意义。 

（2）通过这个研究可能打破学科界限，促使不同学科间的横向融合。 

（3）研究过程可能涉及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校园、家庭、社区、社会组织机构和网络环

境都有可能联系其中，这些不仅促进学生的发展，更促进教师要全方面的发展与提高。 

（八）预期研究成果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完成时间 责任人 

阶段成果（限 5

项） 

关于普通高中拔尖创新人才个性

化定制学习的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 2022.6 凌祎丽 

普通高中拔尖创新人才个性化定

制学习的研究案例 
录像、论文 2023.3 皋磊 

普通高中拔尖创新人才个性化定

制学习策略 
论文 2023.5 陈磊 

关于普通高中拔尖创新人才个性

化定制学习策略的阶段报告 
研究报告 2023.6 凌祎丽 

    

最终成果（限 3

项） 

普通高中拔尖创新人才个性化定

制学习策略的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2024.11 

杨尧中 

凌祎丽 

《普通高中拔尖创新人才个性化

定制学习策略的研究》案例集 
论文、案例 2024.10 凌祎丽 

    



  

（九）课题研究的可行性分析（包括：①主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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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期调研和已有相关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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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结构合理、研究能力强。 

本课题组成员主要由中、青年组成，课题组成员有高级职称 2 人，中级职称 3 人，具有硕士

学位的 7 人，常州市学科带头人 2 人，常州市教坛新秀 2 人，多名成员在常州市评优课和基本功

中获奖，在省市各项比赛活动中也多次获奖，同时多位老师指导学生先后在省市奥赛和市各项科

创活动中获奖。课题组皋磊和陈磊老师分别还是省、市名师工作室成员，史佳丽和皋磊老师还主

持了市级课题“基于科学素养培养的高中生物大单元教学设计”，组内多位成员还参与了省重点课

题“指向高中学科核心素养的大单元教学设计”。所有成员都是教学一线的老师，可以及时把理

论应用于课堂实践，近年来多位老师还先后有文章获奖或是在各级各类刊物上发表论文。总的来

说，这一支研究队伍既有名师引领，又有积极且富有活力的研究成员，不光有理论研究专长的成

员，也有在实践层面具有特长的教师，是一支研究力量强且行动积极的队伍。 

2.研究基础扎实、保障机制完备。 

围绕本课题，课题组做了大量的文献搜集工作，通过筛选共搜集到与课题研究相关的质量较

高的研究论文多篇；通过访谈、调研等，听取了一线教师、学校的课程管理者的意见；研读了当

下的国家教育方针政策和高校录取培养的新方案等，大家现在觉得研究普通高中拔尖创新人才个

性化定制学习策略对学生、教师、学校和国家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以此期望能对整个高中学生

的个性和特色化培养，提供后序可供借鉴的意义。 

总之，课题组成员年龄、职称、学历、学科结构合理，具有研究经验、研究能力和一定的研

究基础；拥有研究本课题所需要的资料、时间等条件，完全能够保证本课题研究的顺利进行和研

究目标的有效达成。 



  

三、课题主持人所在单位意见 

本单位完全了解常州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十四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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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该课题研究周期内，本单位愿意为该项研究提供研究便利，如课题获准立项，本

单位愿意根据课题研究所涉研究任务，提供适量的研究经费。 

 

 

 

 

 

单位负责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四、常州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意见 

 

 

 

 

 

 

 

 

 

 

 

 

 

 

 

（公章）                      单位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