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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乌鲁木齐
市

（35个）

1  名师工作室“双轮驱动”管理体系与评
价机制的构建与实践

其他 教师专业发展 个人 否 马丽娟 乌鲁木齐市教育研究中心

2 2 
中学科学教育跨学科融合实践与创新
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以乌鲁木齐市

第八中学为例

普通高中
教育

科学教育 个人 否 宋占磊 乌鲁木齐市第八中学

3 3  引领与共生：综合实践活动教师学习
共同体发展模式的区域探索

其他 综合实践活动 个人 否 陈伟 乌鲁木齐市教育研究中心

4 4 
“1263→135”十年进阶:乌鲁木齐学校
体育“提质・强体・润心” 育人体系

实践探索
其他

体育与健康教
育

个人 否 李伟 乌鲁木齐市教育研究中心

5 5  “众筹”教研模式促进初中生物学名师
工作室教师专业发展的行动研究

初中教育 生物教育 个人 否 车海军 乌鲁木齐市教育研究中心

6

乌鲁木齐
市

（35个）

6  素养导向的人工智能科学教育体系建
构与实践

其他 技术教育 个人 否 宁可为 乌鲁木齐市教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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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乌鲁木齐
市

（35个）

7  边疆地区初中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协同教育体系的实践研究

初中教育
家校社协同育

人
个人 否 段红英 乌鲁木齐市第六十六中学

8 8  数字素养为本，智能课程为轴大中小
衔接的拔尖人才培养体系构建

其他
中小学教育技

术
个人 否 段长春 乌鲁木齐市第126中学

9 9 
课题引领·课例浸润·团队共生：高中
数学“三环联动”教研模式的建构与实

践创新

普通高中
教育

数学教育 个人 否 杜伟 乌鲁木齐市教育研究中心

10 10 
五育融合视域下“劳艺梦工厂”劳动教
育实践——基于123小学“至行”理念

的校本建构
小学教育

学校课程开发
与实施

个人 否 谢兴隆 乌鲁木齐市第123小学

11 11 
高三“大单元・微专题”协同教学模式
创新——学科核心概念统摄下的深度

学习实践

普通高中
教育

数学教育 个人 否 符强如 乌鲁木齐市实验学校

12

乌鲁木齐
市

（35个）

12  利用新疆乡土素材融入生态文明教育
的高中生物学课程实践探索

普通高中
教育

生物教育 个人 否 甘甜 乌鲁木齐市教育研究中心

第 2 页，共 33 页



总序
号

地（州、
市）

序
号

成果名称
所属学
段领域

所属学科
申报者
类别

是否曾
经获得
国家级
教学成
果奖

申报人或单位 所在单位

13

乌鲁木齐
市

（35个）

13  “讲-评-学-展-融”双师共济跨学科教
研模式探究

小学教育
中小学综合改

革
个人 否 邵青琳 乌鲁木齐市第三十六小学

14 14  基于文化润疆视角下校地协同的农牧
区师生书法素养提升实践研究

小学教育 艺术教育 个人 否 钟旭亮 乌鲁木齐县庙儿沟中学

15 15 
诗教润疆：跨文化教育共同体的迭代
构建——王崧舟工作室（新疆点）14

年实践
小学教育 教师专业发展 个人 否 亢丽 乌鲁木齐市第四十九中学

16 16  从知识到素养：初中物理深度学习体
系的研究与实践

初中教育 物理教育 个人 否 米海滨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教

研室

17 17  拼插模型法在高中有机化学及结构化
学教学中的实践创新

普通高中
教育

化学教育 个人 否 赵静 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

18

乌鲁木齐
市

（35个）

18  项目式学习在高中信息技术教学中的
应用与实践

普通高中
教育

技术教育 个人 否 马月星 乌鲁木齐市第六十八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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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乌鲁木齐
市

（35个）

19  在幼儿园开展中国传统节日教育活动
的实践研究

学前教育
以幼儿为本的

一日生活
个人 否 许静 乌鲁木齐市红旗幼儿园

20 20  指向核心素养的KWLS教学模式在初
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初中教育 外语教育 个人 否 陈建婷 乌鲁木齐市第99中学

21 21  高中化学教学中基于项目式学习的实
践探究

普通高中
教育

化学教育 个人 否 敬鳗力 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

22 22  强基·赋能·铸魂：基于百年校训的“
诚毅人生”课程体系建设与实践

其他
学校课程开发

与实施
个人 否 刘卫民 乌鲁木齐市第八中学

23 23  多理论视域下高中生成长差异的年级
表征与影响因素调查研究

普通高中
教育

个人 否 张征宇 乌鲁木齐市实验学校

24

乌鲁木齐
市

（35个）

24 
乌鲁木齐市第五十九小学名师引领下

的“四＋3”卷入式教研模式成果
小学教育

中小学教学研
究

个人 否 韩少娟 乌鲁木齐市第五十九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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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乌鲁木齐
市

（35个）

25 
“动态清零”目标下促进孩子全员进步
的小学“2110”课堂教学范式研究与推

广
小学教育

中小学教学方
式、教学组织

形式
个人 否 乾宇 乌鲁木齐市第十三小学

26 26  智慧水磨·科创未来：水磨沟区整体
推进区域中小学科学教育探索与实践

其他 科学教育 否 彭俊锋 水磨沟区教育研究室

27 27 
点亮梦想，自主发展：“三轮驱动、
三元融合、三师聚力”贯通式生涯教

育育人模式探索
其他

学校课程开发
与实施

个人 否 蔡玉兰 乌鲁木齐市第四中学

28 28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新疆中学思想
政治课路径研究

普通高中
教育

中小学思政课
课程与教学

个人 否 桑思敏 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

29 29 
彩贴剪纸与疆绣纹样融合的非遗文化
在美术教学“设计·应用”领域的实施

与研究
其他 艺术教育 个人 否 赵予寒 乌鲁木齐市第125中学

30

乌鲁木齐
市

（35个）

30 
案例分析法在高中地理新教材中的教

学应用3年实践研究
普通高中

教育
地理教育 个人 否 何明径 乌鲁木齐市第五十四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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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乌鲁木齐
市

（35个）

31  幼儿园、家庭、社区“三位一体”协同
共育路径的构建与实践

学前教育
幼儿园、家庭
、社区协同共

育
个人 否 苟江燕 乌鲁木齐市教育研究中心

32 32 
“自主发现问题—自主分析问题—自
主解决问题”幼儿园建构游戏的实践

探索
学前教育 幼儿园游戏 个人 否 王诗颐 乌鲁木齐市第一幼儿园

33 33 
3-6岁幼儿安全意识与能力提升的行
动研究——以新疆师范大学幼儿园

（昆仑园）为例
学前教育

幼儿园、家庭
、社区协同共

育
个人 否 王艳

新疆师范大学幼儿园（昆
仑校区）

34 34 
“游戏赋能生活 儿童主动成长”《评
估指南》为导向的幼儿园一 日生活

重构与实践
学前教育

以幼儿为本的
一日生活

个人 否 杨柳荫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教研室

35 35  基于儿童视角下的幼儿园区城游戏活
动的实践探索

学前教育 幼儿园游戏 个人 否 张沥尹 乌鲁木齐市第三幼儿园

36

伊犁州
（16个）

1
精准干预，育人润心，融合发展：听
障儿童言语语言康复的模式构建与实

践创新   
特殊教育

特殊教育与医
学康复结合

个人 否 许智宏 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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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伊犁州
（16个）

2 智慧教育平台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
展的创新路径与实践

其他
中小学教育技

术
单位 否 伊犁州电化教育馆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教育局

38 3 边疆地区校园足球“四级联动·五育融
合”育人体系的创新与实践

其他
体育与健康教

育
单位 否

伊宁市教育教学研究
室

伊宁市教育局

39 4
学好弟子规  做好中国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视域下的家校社协同育人

实践研究
小学教育

家校社协同育
人

个人 否 戴永萍 伊宁市第十九中学

40 5 智慧农耕·五育融合——科技赋能劳
动教育新生态实践模式

小学教育 劳动教育 单位 否 伊宁市第二十四小学 伊宁市教育局

41 6 有形•有感•有效：边疆地区初中校重
大主题教育的10年实践

初中教育
中小学综合改

革
个人 否 赵晓忠 伊宁市第二十三中学

42

伊犁州
（16个）

7 现代信息技术“码书码课”与小学数学
学科深度融合的教学实践与成果

小学教育 技术教育 个人 否 聂芳 奎屯市第四小学

第 7 页，共 33 页



总序
号

地（州、
市）

序
号

成果名称
所属学
段领域

所属学科
申报者
类别

是否曾
经获得
国家级
教学成
果奖

申报人或单位 所在单位

43

伊犁州
（16个）

8 三个传播 启智润心：习语金句浸润
小学思政课堂育人模式的探究与实践

小学教育
中小学思政课
课程与教学

个人 否 袁梅 霍城县清水河镇瞻德小学

44 9
三维联动育素养：基于“诵、读、写”
的小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创新探

索
小学教育 语文教育 单位 否 新源县第二小学 新源县教育局

45 10 以球润心：乡村校园足球 “五育融合
” 育人实践与创新

小学教育
体育与健康教

育
个人 否 刘建国

巩留县阿克吐别克镇中心
小学

46 11
教育家精神引领下民族地区优秀传统
文化浸润语文课程的“三共三化”实践

研究
初中教育 语文教育 单位 否

霍城县教育教学研究
室

霍城县教育局

47 12 基于“三合五同”文化的“学生自治”育
人模式实践探索

其他 学校德育 单位 否
察布查尔县盐城实验

学校
察布查尔县教育局

48

伊犁州
（16个）

13
以绳育人：一根跳绳在农村体教融合

中的10年实践与探索
小学教育

体育与健康教
育

个人 否 侯树明 巩留县沙洲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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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伊犁州

（16个）

14 红旗幼儿园文化育人十五年实践：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索

学前教育
中小学综合改

革
个人 否 朱素芳 伊犁州红旗幼儿园

50 15 以美育人：新疆葫芦画20年美育实践
成果

初中教育 艺术教育 个人 否 李姬 奎屯市第三中学

51 16 “三维四阶”幼儿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认同课程的实践研究

学前教育
幼儿学习与发
展的研究与支

持
单位 否 伊犁州苗苗幼儿园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教育局

52
塔城地区
（10个）

1 《中华传统扇文化融入小学校本课程
的跨学科教学实践》

小学教育
学校课程开发

与实施
个人 否 曹文彩 塔城市第六小学

53 2 基于“三教”理念的小学数学本土化教
学变革研究与实践

小学教育 数学教育 个人 否 刘淑青 塔城市教育和体育局

54

塔城地区
（10个）

3 基于新疆生物资源的地方特色课程开
发与实践

普通高中
教育

生物教育 个人 否 王巧红
塔城地区第一高级

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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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塔城地区
（10个）

4 边疆县域高中“三阶四翼五维”信息技
术课程体系开发实践研究

普通高中
教育

科学教育 个人 否 任黎星 沙湾市第一中学

56 5 让汉字活起来：边疆地区小学书法  
 教育创新实践与体系构建 

小学教育 其他 个人 是 刘士慧 额敏县第二小学

57 6 《“和德”润心，德育铸魂——“和美”
校园德育主题活动育人实践成果》

初中教育 学校德育 单位 否 乌苏市第四中学 乌苏市第四中学

58 7 二十四节气文化融入校本课程建设实
践研究

小学教育 语文教育 个人 否 高丽 沙湾市第五小学

59 8 基于核心素养的“143”幼小双向衔接
实践模式构建及应用

学前教育 幼小科学衔接 个人 否 袁芳 塔城市教育和体育局

60
塔城地区
（10个）

9 润泽教育“五润”课程体系实施与研究 小学教育
中小学综合改

革
单位 是 乌苏市第二小学 乌苏市第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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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塔城地区
（10个）

10 读写共生——初中语文整本书阅读教
学评一体化实践成果

初中教育
中小学教学研

究
个人 否 胡娟霞 沙湾市第四中学

62

阿勒泰地
区

（8个）

1 幼小科学衔接视角下小学入学适应性
教育实践研究

小学教育 幼小科学衔接 单位 否 阿勒泰市中心小学 阿勒泰市中心小学

63 2 中班美术区域活动材料投放的“183”
策略：促进师幼协同发展的实践研究

学前教育 艺术教育 个人 否 李荣荣
布尔津县布尔津镇第二中

心幼儿园

64 3 农村寄宿生课外阅读研究 初中教育 语文教育 个人 否 苏翠华 哈巴河县初级中学

65 4
双减背景下初中数学分层作业设计的
实践研究--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差异

化教学探索  
初中教育 数学教育 个人 否 徐玉秀 福海县初级中学

66

阿勒泰地
区

（8个）

5 数智赋能打造乐学会用的第二课堂 初中教育 技术教育 个人 否 李海聪 富蕴县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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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
教学成
果奖

申报人或单位 所在单位

67
阿勒泰地

区
（8个）

6 边疆地域幼儿园劳动教育园本课程的
创新与实践

学前教育 劳动教育 个人 否 徐锦秀 阿勒泰地区实验幼儿园

68 7 潜能发展视域下特殊教育学校艺体特
色课程的校本化改革与创新实践

特殊教育
特殊教育学校
课程开发与实

施
个人 否 王静 阿勒泰地区特殊教育学校

69 8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高中学科课堂
教学德育渗透策略

普通高中
教育

其他 单位 否
阿勒泰地区第二高级

中学
阿勒泰地区第二高级中学

70
昌吉州
(12个）

1
新课标理念先行与落地：初中物理教
学中培养学生科学思维的区域探索实

践
初中教育 物理教育 个人 否 骆新柳 昌吉市教育工作服务中心

71 2 家校社协同推进中小学劳动与综合实
践活动课程教学模式改革

小学教育
中小学综合改

革
个人 否 骆瑛  昌吉市第十二小学

72

昌吉州
(12个）

3 “城乡一体化集团教研共同体”的构建
与实践

其他
中小学综合改

革
个人 否 潘庆昕

玛纳斯县教育工作服务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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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昌吉州
(12个）

4 小学数学“五维联动”多元教学模式创
新实践

小学教育 数学教育 个人 否 刘晓英 昌吉回族自治州实验小学

74 5 课程视域下小学语文“单元作业设计
与实施”策略研究

小学教育 语文教育 个人 否 宁小琳 呼图壁县第一小学

75 6 基于“自分教学”理念的初中语文作文
零批改12345策略实践研究

初中教育 语文教育 单位 否 马红霞 吉木萨尔县第三中学

76 7 数智赋能边疆中小学思政课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创新实践

其他
大思政课体系

与教学
个人 是 陈东 奇台县第一中学

77 8
心育三维融创模式：

拓展-节日-研学一体化推进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新范式教学成果

初中教育 心理健康教育 个人 否 刘佩 昌吉州第四中学

78

昌吉州
(12个）

9 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强联动 • 深研究 • 
能输出”双提升运行模式探索

特殊教育

特殊教育学校
教学和特殊学
生随班就读教

学

个人 否 马红梅
昌吉回族自治州特殊教育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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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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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人或单位 所在单位

79
昌吉州
(12个）

10
策略牵引·支架赋能·六环联动：边疆
民族地区初中物理教学体系构建与实

践
初中教育 物理教育 个人 否 黄波

昌吉州教育教学研究和考
试中心

80 11 “三驱三融三转化”大中小学思政一体
化营地建设的实施路径研究

其他
大思政课体系

与教学
个人 否 赵滨 阜康市教育局教研室

81 12 《木垒耕耘  劳动铸魂》 小学教育 劳动教育 单位 否
木垒县教育工作服务

中心
木垒县教育工作服务中心

82
哈密市

（11个）

1 从模式到要素：突破“学科实践”的 
十五年探索

初中教育
中小学教学方
式、教学组织

形式
个人 否 李鼎华 哈密市第十四中学

83 2 边疆红脉·语文铸魂：小学“三维联动
”红色育人体系构建与创新实践

小学教育 语文教育 个人 否 张  春 哈密市第八小学

84

哈密市
（11个）

3
哈密市第四中学正雅教育体系实践探

索    初中教育
中小学综合改

革
单位 否 哈密市第四中学 哈密市第四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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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哈密市
（11个）

4 初中整本书阅读支架系统建构策略 初中教育 语文教育 个人 否 李爱荣 哈密市第四中学

86 5 思想政治课“三力协同”育人实践研究
普通高中

教育
中小学思政课
课程与教学

个人 否 张清娟 哈密市第十三中学

87 6
边疆铸魂：本土路径下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课程“三阶四维融创”实践
初中教育 语文教育 个人 否 阎秀华 哈密市外国语学校

88 7
边疆铁路职工家庭子女家校社协同育
人实践创新——基于"三轨联动"情感

支持体系的构建
小学教育

家校社协同育
人

个人 否 许  荣 哈密市第十五小学

89 8
双轮驱动·三维共生：校本地域与多
维场景融合的跨学科协同育人实践活

动
初中教育

中小学教学方
式、教学组织

形式
个人 否 张桂平 哈密市第九中学

90

哈密市
（11个）

9 思维导图可视化在幼儿园故事教学中
的创新实践

学前教育 师幼互动 个人 否 史净语 哈密市第二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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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哈密市

（11个）
10 “项目式学习”模式在高中思想政治课

中的应用研究
普通高中

教育
大思政课体系

与教学
个人 否 侯海侠 哈密市第一中学

92 11 新课程背景下初中物理实验教学评价
体系的研究

初中教育
中小学实验教

学
个人 否 郭鹏玲

哈密市巴里坤县山南开发
区火石泉  学校

93

和田地区
（6个）

1 指向科学教育的初中化学“主题式”实
验探索与实践

初中教育
中小学实验教

学
个人 否 李林杰 和田市第五中学

94 2 “核心素养视域下”初中生作业管理实
践研究

初中教育 历史教育 个人 否 冯  军 策勒县教育局教研室

95 3
影响和田地区农村小学低、高段学生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效果因素对比

研究
小学教育 语文教育 个人 否 王素宁 和田县拉依喀乡中心小学

96

和田地区
（6个）

4 高中化学实验探究式教学模式的构建
策略

普通高中
教育

化学教育 个人 否
努尔加玛丽·阿不杜

外力
民丰县寄宿制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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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和田地区
（6个）

5 薄弱地区书记校长课改突围：从理念
落地到课堂转型的实践跃迁

初中教育
中小学综合改

革
个人 否 陈炜炜 和田市第九中学

98 6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润疆：新津两地“
英语人人戏剧”十年探索

小学教育 外语教育 个人 否 闫世梅 于田县第一小学

99

喀什地区
（10个）

1 家国境脉·数智赋能·协同迭代：边疆
地区历史教学改革二十年探索

其他 历史教育 个人 否
罗凯、刘娟芝、马维
林、刘新宇、迟习军

、行冬梅
巴楚县第二中学

100 2 南疆县域完全中学教师教育教学能力
提升及专业成长的机制创新与实践

其他 教师专业发展 个人 否
王仁正、赵磊、刘娟
芝、罗凯、史龙龙、

王文豫
喀什地区教育局

101 3 自然·自建·自创：边疆县中体系化科
普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普通高中
教育

科学教育 个人 否
刘娟芝、罗凯、史龙
龙、李哲、卢秀梅、

刘丽
巴楚县第二中学

102

喀什地区
（10个）

4 共建·共生·共享：边疆地区班主任专
业成长生态链的构建与实践

其他 学校德育 个人 否
武文娟、罗凯、行冬
梅、刘娟芝、高旖旎

、王仁正
巴楚县第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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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喀什地区
（10个）

5 数字化+”赋能南疆地区高中学生综合
素质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普通高中
教育

中小学教育技
术

个人 否

陈晓霞、卡米力江·
那曼江、付会财、罗
凯、刘娟芝、努尔艾

力·台瓦库力

喀什市第三中学

104 6
差异教育育人体系构建：学本课堂、
异评价与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探索与实

践
其他

中小学综合改
革

个人 否
于宏立、许海燕、魏
相清、左志广、李兰

英
喀什第二中学

105 7
《“一核两翼三维”模式提升南疆农村
学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质量的实

践探索》

普通高中
教育

中小学教学方
式、教学组织

形式
个人 否

付会财、张真真、罗
凯、刘娟芝、李娜、

马银花
喀什市第七中学

106 8 “学—研—评”三位一体学前教师发展
机制建构与实施效果

学前教育
幼儿园教师专

业发展
个人 否 贺蕾、孙阁、焦雪莲

新疆喀什叶城县教研培训
中心

107 9
喀什第二中学“专业引领  分层赋能  
校本深耕”教师专业发展体系建构与

实践

普通高中
教育

教师专业发展 单位 否 喀什第二中学 喀什第二中学

108
喀什地区
（10个）

10边疆铸魂・文化润心：大思政课立体化育人体系的
普通高中

教育
大思政课体系

与教学
个人 否

李晓木、常守菊、魏
伟、俞江、李晓鹏、

祝国超
喀什第六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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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克州 （10
个）

1 切片式课堂观察赋能教学质量提升：
理论探索、实践创新与应用推广

普通高中
教育

历史教育 个人 否 李婷 克州第一中学

110 2
践行课标、熔词筑基：边疆地区英语
“三定·五到”词句复习教学法研究与

实践
其他 外语教育 个人 否 吕品 阿图什市第一中学

111 3 基于“三维体”的数字化实验教学创新
普通高中

教育
物理教育 个人 否 托尔巴依·阿不拉几 阿图什市第二中学

112 4 以体系化办学为引擎，构建教师队伍
高质量发展

小学教育 教师专业发展 个人 否 阿图什市第一小学 阿图什市第一小学

113 5 幼小衔接视角下“八大习惯”培养园本
课程构建的策略研究

学前教育 幼小科学衔接 个人 否 周丽 克州第二幼儿园

114

克州 （10
个）

6 小学数学十一步三环学习法 小学教育
中小学教学研

究
个人 否 李宏溥 阿克陶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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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克州 （10
个）

7
核心素养下地方艺术资源的开发利用
——纹样设计与柯尔克孜族民间刺绣

融合教学
初中教育 艺术教育 个人 否 刘世娴 阿合奇县同心中学

116 8 基于切实提升学生写作水平的“微写
作”研究实践

初中教育 语文教育 个人 否 李艳 克州实验中学

117 9 教育戏剧在小学英语教学中的运用研
究

小学教育 外语教育 个人 否 王波 阿克陶实验小学

118 10 幼儿园班级区域游戏活动的构建与实
施

学前教育
幼儿学习与发
展的研究与支

持
个人 否 吴一丽 克州教育局教研中心

119 博州（10
个）

1 科创星火：边疆地区科学教育普惠创
新研究

其他 科学教育 个人 否

陈雪英、靳娜、闫丽
、雷优秀、吉丽、陶
文碧、邢红芸、石慧

娟

博乐市第九中学、博乐市
第二中学

120

博州（10
个）

2 五育融合视域下“人人出彩”课程体系
的校本化创新与实践

小学教育
中小学综合改

革
个人 否

易玲（援疆）、徐青 
、郭会敏 、魏莉莉
、杨乐乐 、任希红

博乐市第一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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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博州（10
个）

3 基于联合教研视角下，幼小衔接引桥
课程的开发与实践研究

其他 幼小科学衔接 个人 否
衡海娟，朱辉，张田
乐，何春贤，高梦雪

博乐市第六中学

122 4 核心素养导向下四球联赛体育教学模
式构建与实践研究

其他
体育与健康教

育
个人 否

谭鹏程、祁林、王晓
红、杨亮、马腾

博乐市第十中学

123 5 基于边疆地区学生科学素养提升的创
新实践研究

其他 科学教育 单位 否
陈雪英、靳娜、闫丽

、逯玲
博乐市第九中学

124 6
《初中英语"项目+话题"双轨教学实
践——基于文化传播真实情境的探究

式学习》
其他 外语教育 单位 否

陈雪英、苏咏、史云
、高彦丽、叶明杰、

闫丽

博乐市第九中学、博乐市汉
博中学、博乐市第二中学

125 7 协同·共享·创新：集团化办学教研模
式转型升级的实践

小学教育
中小学教学研

究
单位 否

魏春华、孙玮、牛亚
婷、热依扎

博乐市锦绣小学

126

博州（10
个）

8 “幼小衔接”学习环境创设的“三维联
动”创新 实践与成果

学前教育 幼小科学衔接 单位 否
郭爱娟、宋春华、吴
婷、邵孟雪、张丽

精河县第四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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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博州（10
个）

9 边疆地区“三主五环”多彩高效课堂教
学改革实践与探索

其他
中小学教学方
式、教学组织

形式
个人 否 李磊 阿拉山口市中学

128 10
思政铸魂、跨域联动、数智赋能：新
渝创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

育实践
其他

大思政课体系
与教学

个人 否
赵彩云、雷洪建、高
婷、张福双、李艳敏

、王政红
博乐市第一中学

129

阿克苏地
区

（13个）

1 边疆教师专业发展的协同新机制与实
践探索

其他 教师专业发展 个人 否 吴鹏 库车市教育局

130 2 生活浸润·游戏启蒙·文化铸魂——幼
儿品德教育的三维实践范式

学前教育
寓品德教育于
幼儿生活和游

戏
单位 否 阿克苏市第四幼儿园 阿克苏市第四幼儿园

131 3 语言固本·教研提质：语文教师专业
能力发展的南疆样本

其他 教师专业发展 单位 否
阿克苏教育学院（南
疆语文教研中心）

阿克苏教育学院（南疆语
文教研中心）

132

阿克苏地
区

（13个）

4
立文化根基，铸师者匠心：边疆乡村
小规模学校教师专业发展10年探索

小学教育 教师专业发展 个人 否
魏龙、李晓峰、王祥
、温志强、刘文博、

高玉俊

阿克苏地区乌什县阿克托
海镇麦盖提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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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阿克苏地
区

（13个）

5
三融五脉七力育人——边疆民族地区
中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

探究
初中教育 学校德育 个人 否 申政 库车市第三中学

134 6
“三维 四径 五融”：基于文化浸润的
铸牢学前儿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培育路径及探索
学前教育 其他 个人 否 赵莉 阿克苏教育学院

135 7 执礼为棋，落子成德——两子文化赋
能小学德育新篇

小学教育 心理健康教育 个人 否
胡国惠、高凤、陈晟
杰、徐晓婷、支扬捷

、陈延宏

阿克苏地区乌什县第一小
学

136 8 边疆地区“三级三化”随班就读支持保
障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特殊教育
特殊教育学校教
学和特殊学生随

班就读教学
个人 否 贺宗筠 阿克苏地区启明学校

137 9 课堂筑基·双翼赋能：优质高中建设
的探索与实践

普通高中
教育

其他 个人 否 郭强 阿克苏地区第一中学

138

阿克苏地
区

（13个）

10
民族地区“诵读浸润”语言素养提升工
程——基于“我是朗读高手”活动的六

年探索
其他 语文教育 单位 否

阿克苏地区新和县教
育局

阿克苏地区新和县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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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阿克苏地

区
（13个）

11 科技+劳动教育：高中通用技术“一体
两翼”教学体系的创新实践

普通高中
教育

普通高中科技
教育和工程教

育
个人 否 何兰珍 阿克苏市高级中学

140 12
指尖上的龟兹，课堂里的非遗——小
学美育视角下龟兹文化艺术教学成果

展示
小学教育 艺术教育 个人 否

李勇、李臻贞、段德
华、宁妙甜、冯豪豪

、王学礼
库车市第七小学

141 13 雁阵模式下教师团队建设策略的研究 小学教育 教师专业发展 个人 否
贾玉琴、郭沁、宋国

栋、马丽丽
阿克苏地区柯坪县柯坪湖

州小学

142

巴州（11
个）

1 《教学能手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十年探
索实践》

其他 教师专业发展 个人 否 李芳 巴州库尔勒市第四中学

143 2
《彰显生本·激扬生命：边疆民族地
区生本教育综合改革的14年探索与实

践》
其他

中小学综合改
革

单位 否 魏芸 巴州库尔勒市实验中学

144

巴州（11
个）

3 《新疆民族地区小学五育融合学生评
价体系的创新与实践》

小学教育
中小学生综合
素质评价和学
生发展指导

个人 否 张战科 巴州博湖县第一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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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巴州（11
个）

4 《梨香小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校
本课程体系》

小学教育
学校课程开发

与实施
个人 否 刘敏 巴州库尔勒市梨香小学

146 5 《做学创一体化实践：边疆乡村小型
学校跨学科主题学习路径探索》

其他 综合实践活动 个人 否 丁海燕 巴州库尔勒市十三中

147 6
《初中英语“形成性+表现性评价”特
色教研创新——核心素养可视化评估

体系的校本构建》
初中教育 外语教育 个人 否 周鹤 巴州库尔勒市十二中

148 7
《素养导向“三三二三”作业育人体系
破解高中物理"双减"与"三新"“三薪”

难题的实践》

普通高中
教育

物理教育 个人 否 闵小华 巴州焉耆县第一中学

149 8
《生本教育视域下“五环课堂”教学模
式的创新与实践———巴州石油第一

中学生本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其他

中小学教学方
式、教学组织

形式
个人 否 殷景录 巴州石油第一中学

150

巴州（11
个）

9 《实施“543”课堂教学模式，提升课
堂教学效率》

小学教育
中小学教学方
式、教学组织

形式
单位 否 巴州轮台县第一小学 巴州轮台县第一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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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巴州（11
个）

10 《““双减”赋能  体育筑基：边疆小学
体教融合育人的创新实践》

小学教育
体育与健康教

育
单位 否 巴州和静县第一小学 巴州和静县第一小学

152 11 《马兰花开，童心向党》 学前教育
寓品德教育于
幼儿生活和游

戏
个人 否 韩林臻 巴州马兰幼儿园

153

吐鲁番市
（9个）

1
浸润・融创・共生：民族地区幼儿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启蒙教育

实践
学前教育

寓品德教育于
幼儿生活和游

戏
个人 否 于风琴

吐鲁番市高昌区第一幼儿
园

154 2 “学科筑基+社团育人”——双轨体系
下的学生特长精准培养实践

小学教育 学校课后服务 个人 否 胡媛梅 吐鲁番市第六小学

155 3 “手脑协同”理念下的幼儿精细动作发
展游戏化课程实践路径探索

学前教育
幼儿学习与发
展的研究与支

持
个人 否 马富媛

吐鲁番市鄯善县滨沙幼儿
园

156

吐鲁番市
（9个）

4 民族地区小学感恩父母教育校本课程
的实践探索与体系构建

小学教育
学校课程开发

与实施
个人 否 王玲 吐鲁番市鄯善县教育局

第 26 页，共 33 页



总序
号

地（州、
市）

序
号

成果名称
所属学
段领域

所属学科
申报者
类别

是否曾
经获得
国家级
教学成
果奖

申报人或单位 所在单位

157

吐鲁番市
（9个）

5 “三维联动”模式下幼儿园劳动养成教
育的实践与创新

学前教育
寓品德教育于
幼儿生活和游

戏
个人 否 宋秀丽

吐鲁番市托克逊县中心幼
儿园

158 6 自然与文化融合视域下幼儿园“小杏
园”特色课程的建构与实践

学前教育
以幼儿为本的

一日生活
个人 否 努尔艳·买买提

吐鲁番市高昌区第六幼儿
园

159 7 吐鲁番市特殊教育学校培智生思想政
治教育校本化实践创新

特殊教育
特殊教育学校
课程开发与实

施
个人 否 张立 吐鲁番市特殊教育学校

160 8 童探小学，幼小研培——民族地区幼
小科学衔接探索与实践

小学教育 幼小科学衔接 个人 否 金丽 吐鲁番市高昌区第一小学

161 9 “中华情 高昌行”铸牢新疆青少年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思政研学课

其他
大思政课体系

与教学
单位 否 高昌区教研中心 吐鲁番市高昌区教育局

162

克拉玛依
市

（18个）

1 创办适合每一位学生发展的教育 其他
中小学综合改

革
个人 否 陈 冬 克拉玛依市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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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克拉玛依
市

（18个）

2
破解区域教育质量监测难题：教
育评价改革驱动质量跃升的十年

实证
其他

中小学综合改
革

个人 否 吴 勇 克拉玛依市教育研究所

164 3
提升边疆民族地区义务教育阶段
数学教育质量的导学课程教学实

践
其他 数学教育 个人 否 张连勇 克拉玛依市教育研究所

165 4
从大概念到大单元：基于核心素
养的中学学科大单元教学创新实

践
其他

中小学教学研
究

单位 否
克拉玛依市第一中

学
克拉玛依市第一中学

166 5
初中整本书阅读“五阶三维”课
程体系建构的15年探索与实践

初中教
育

语文教育 个人 否 杜艳平
克拉玛依市独山子第三

中学

167 6
书法课程育人：文化润疆的十年

迭代行动
小学教

育
学校课程开发

与实施
单位 否

克拉玛依市独山子
区第二小学

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第
二小学

168

克拉玛依
市

（18个）

7
微项目·大教研：克拉玛依教研

高质量运行创新探索
其他

中小学教学研
究

个人 否 邱逸文 克拉玛依市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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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克拉玛依
市

（18个）

8
和衷共济·和而不同：民族地区
初中“和”文化育人体系的构建

与实践

初中教
育

中小学综合改
革

个人 否 尹德刚 克拉玛依市第三中学

170 9

冰火淬炼二十载 边疆绽放冰雪梦
——“夏轮冬冰·五滑一体”特

色育人体系
创新实践

小学教
育

体育与健康教
育

单位 否
克拉玛依市第五小

学
克拉玛依市第五小学

171 10 新时代中学思想政治课程“双单
”育人模式构建与实践探索

普通高
中教育

中小学思政课
程与教学

个 人 否 龙云飞 克拉玛依市第一中学

172 11
基于中考评价标准的“文化散文

式”作文写作指导实践探究
初中教

育
语文教育 个人 否 杨鹏飞

克拉玛依市白碱滩区教
育局教研室

173 12
以操育人·活力绽放：啦啦操“
三位一体”特色育人模式的十年

深耕与实践创新

小学教
育

体育与健康教
育

个人 否 郑琦宁 克拉玛依市南湖小学

174

克拉玛依
市（18）

13
丝路遗珍铸同心：基于新疆本土
文物遗迹的“三段式”跨学科课

程思政体系建构与实践

普通高
中教育

大思政课程体
系与教学

个人 否 牛伟 克拉玛依市第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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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克拉玛依
市（18）

14
基于教育戏剧的传统文化跨学育

人模式构建与实践研究
初中教

育
学校课程开发

与实施
个人 否 杨文娟 克拉玛依市第三中学

176 15 生涯赋能成长 规划引领未来——
高中学业生涯规划课程实践

普通高
中教育

学校课程开发
与实施

个人 否 郭浪涛 克拉玛依市南湖中学

177 16
 三十年磨一剑——独山子区教育
系统“一·三·五·八”教师培

养体系
其他 教师专业发展 单位 否

独山子区教育局教
研室

独山子区教育局教研室

178 17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地方化建构

和特色化实践

初中教
育

综合实践活动 个人 否 马春霞 克拉玛依市第六中学

179 18
执行—理解—创生：从课程实施
取向应变到课堂范式改革的7年探

索 
其他

中小学教学方
式、教学组织

形式
单位 否

克拉玛依市白碱滩
区教育局教研室

克拉玛依市白碱滩区教
育局教研室

180

教育电视
台（6个）

1 教育数字化赋能“精准培训”模式的探
索与实践

其他
中小学教育技
术、教师发展

个人 否 权丽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技

术与资源发展中心

第 30 页，共 33 页



总序
号

地（州、
市）

序
号

成果名称
所属学
段领域

所属学科
申报者
类别

是否曾
经获得
国家级
教学成
果奖

申报人或单位 所在单位

181

教育电视
台（6个）

2 人工智能赋能新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教学提质增效的研究与实践

其他
中小学教育技
术、教师发展

个人 否 权丽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技

术与资源发展中心

182 3 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赋能民族地
区教师高效备授课的研究与实践

其他
中小学教育技
术、教师发展

个人 否 权丽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技

术与资源发展中心

183 4
自治区2020-2025年师生数字素养提
升实践活动地方特色指南设计与梯度

项目体系建构
其他 技术教育 单位　 否

自治区教育技术与资
源发展中心

自治区教育技术与资源发
展中心

184 5 创新教育节目：2025年自治区中小学
春季《开学第一课》

其他 科学教育 单位　 否
自治区教育技术与资
源发展中心（新疆教

育电视台）

185 6 基于数据驱动的精准化编程教学模式
设计与实践

其他 技术教育 单位　 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
育技术与资源发展中

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技
术与资源发展中心

186

教科院（5
个）

1 链式辐射，扩优提质——教育数字化
共同体实践探索

其他 其他 个人 是
孙继红 线亚威 周龙
军 黄继良 张哲人 衡

清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科
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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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教科院（5
个）

2 数字时代提升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教学质量的教研实践

其他 其他 个人 否
丁志雁、路德奎、张
兵、姚俊、杨军林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科
学研究院

188 3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区域高中数学教师
专业发展路径的建构与实践—基于网

络教研共同体的协同研训模式
其他 教师专业发展 个人 否

晏鸿，梁爱元，宋升
贇，姜宏菊，贺凤

梅，刘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科
学研究院

189 4 新时代新疆中小学地方思政课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创新与实践

其他
地方课程开发

与实施
个人 否

刘新宇、罗凯、罗志
佳、周瑾、行冬梅、

黄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科
学研究院

190 5 提升新疆初中生数学运算能力的实践
探索

初中教育 数学教育 个人 否
徐健、杨军、张秋菊
、李青、陈丽平、肖

予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科
学研究院

191 乌鲁木齐
八一中学

1 从红色为脉-美育浸润-五育共生
——乌鲁木齐八一中学美育工作实践

其他 艺术教育 个人 否 王燕 乌鲁木齐八一中学

192

新疆实验
中学

（2个）

1 主线引领·六维驱动：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课程建设研究与实践

普通高中
教育

学校课程开发
与实施

单位　 否 新疆实验中学 新疆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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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号

地（州、
市）

序
号

成果名称
所属学
段领域

所属学科
申报者
类别

是否曾
经获得
国家级
教学成
果奖

申报人或单位 所在单位

193
新疆实验

中学
（2个）

2 在普通高中进行劳动教育的探索与实
践

普通高中
教育

劳动教育 个人 否 新疆实验中学 庄为民

194 新疆师范
大学附属

中学
（2个）

1
边疆基础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构建——新疆师大附中20年的探索和

实践
其他

中小学综合改
革

单位　 否
新疆师范大学附属中

学
新疆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95 2 新疆师大附中跨区域帮扶推动教育均
衡发展实践

其他
中小学综合改

革
单位　 否

新疆师范大学附属中
学

新疆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96
新疆大学
附属中学
（1个）

1 大中小一体化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教育的实践路径

其他
大思政课程体

系与教学
个人 否 司长胜 新疆大学附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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