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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一、依法治教专项 

1.教育领域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推动教育法治工作实践研

究 

2.完善学校管理体系研究 

3.全面推进依法治教、依法办学、依法治校实践研究 

4.学生宪法教育的制度化、常态化研究 

5.中小学法治副校长工作机制研究 

6.教育行政执法规范及提升相关问题研究 

7.学生法治实践教育研究 

8.高校法律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研究 

9.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10.高校章程实施机制研究 

二、教育综合改革专项 

1.教育强国背景下的教育评价改革实施路径研究 

2.以教育评价改革为牵引，推进学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研究 

3.高校分类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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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背景下的高校教师评价研究 

5.新时代高校学生评价体系研究 

6.现代信息技术赋能教育评价改革路径研究 

三、研究生教育专项 

1.研究生导师多元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2.研究生学科专业和就业相关性研究 

3.研究生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匹配度研究 

4.人工智能时代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调整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研

究 

5.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研究 

四、继续教育专项 

1.继续教育现状及转型发展实践研究 

2.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教育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3.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评价指标体系建设研究 

4.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研究 

5.教育数字化战略背景下继续教育高质量发展及创新实践研究 

6.高校非学历教育办学模式、机制体制、管理模式等方面的改革

创新研究 

7.继续教育在构建全民终身学习体系，促进学习型社会、学习型

大国建设方面的作用机制研究 

8.学习型社会背景下社区（老年）教育体系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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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高校参与社区（老年）教育研究 

10.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调发展机制研究 

五、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专项 

1.高校学生体质健康问题、成因及对策研究 

2.校园足球可持续科学发展与创新路径研究 

3.体教融合背景下体育运动学校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 

4.学校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发展问题研究 

5.农村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现状与对策研究 

6.“教体医”融合发展背景下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问题与措施研

究 

7.大中小学美育课程一体化建设研究 

8.教育公平视角下城乡学校美育均衡发展对策研究 

9.高校艺术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研究 

10.价值引领视域下高校国防教育实践创新研究 

六、国际交流合作专项 

1.新形势下教育对外开放的挑战与策略研究 

2.高校国际学生教育提质增效与转型发展研究 

3.中外合作办学党建发展研究 

4.中外合作办学与重点领域人才培养（涉外法治人才、小语种+专

业人才、国际组织人才等）研究 

5.中外合作办学与学科建设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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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际中文教育发展研究 

7.国际传播效能研究 

七、高校思政（辅导员）专项 

1.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路径研究 

2.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研究 

3.“时代新人”视域下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研究 

4.运用“四史”特别是百年党史资源促进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工

作创新发展研究 

5.红色文化资源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研究 

6.基于学生群体画像分析的高校精准思政研究 

7.新时代学习弘扬雷锋精神研究 

8.“00 后”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及影响因素研究 

9.增强高校辅导员与学生谈心谈话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研究 

10.新时代高校辅导员核心素养研究 

11.高校专职辅导员职业发展体系晋升路径研究 

12.大学生网络社交圈层化特点与引导策略研究 

13.大学生网络“亚文化”现象的教育引导研究 

14.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改革创新研究 

15.大学生心理问题早期发现和科学干预机制研究 

16.新时代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难点与对策研究 

17.高校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体系建设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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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的路径与机制研究 

19.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家校协同机制研究 

20.“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研

究 

八、语言文字专项 

1.规范书写汉字推广研究 

2.甲骨文特色教育推广研究 

3.农村学校“书香校园”建设研究 

九、科研管理专项 

1.有组织科研实现路径与模式研究 

2.科技成果高质量转化研究 

3.横向科研项目管理研究 

4.科研评价研究 

5.科研诚信研究 

6.科研实验室安全管理研究 

7.信息化赋能科研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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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科  分  类  

项  目  类  别  

课  题  名  称    

申 请 人 姓 名  

所  在  单  位  

填  表  日  期  

 

 

山 东 省 教 育 厅 制  

  



填 报 说 明 
 

课题名称——应准确、简明地反映研究内容，一般不加副标题，

不超过 40 个汉字（含标点符号）。 

课题类别——按项目类别填写“面上项目”或“专项项目”。 

学科分类——按学科规范名称填写。跨学科课题填写与其最接

近的学科名称。根据《学科分类与代码》和高校实际情况，本次项

目申报的学科范围包括：（1）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2）哲

学；（3）逻辑学；（4）宗教学；（5）语言学；（6）中国文学；

（7）外国文学；（8）艺术学；（9）历史学；（10）考古学；（11）

经济学；（12）管理学；（13）政治学；（14）法学；（15）社会

学；（16）民族学与文化学；（17）新闻学与传播学；（18）图书

馆、情报与文献学；（19）教育学；（20）心理学；（21）体育学；

（22）统计学；（23）港澳台问题研究；（24）国际问题研究；（25）

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工作单位——按单位和部门公章填写全称。 

课题组成员——必须是真正参加本课题的研究人员，不含课题

负责人。 

预期成果——指最终研究成果形式，结项成果原则上须与预期

成果一致。 

  



 

申请人承诺 

 

我承诺对本申请书填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保证没有知识产权

争议。如获准立项，我承诺以本申请书为有法律约束力的立项协议，

遵守山东省教育厅的相关规定，按计划认真开展研究工作，取得预

期研究成果。山东省教育厅有权利使用本申请书的所有数据和资料。

若填报失实或违反规定，本人愿承担全部责任。 

 

 

申请人（签章）： 

年   月   日 

 



 

 

一、数据表 

课题名称  

课题类别  

学科分类  

课题负责人  性  别  出生年月  

职  称  行政职务  研究方向  

最后学历  最后学位  担任导师  

工作单位  手机号码  

身份证号码  

课题

组成

员 

姓  名 出生年月 职  称 学  位 工作单位 研究方向 

      

      

      

      

      

预计

成果

形式 

 

计划完成时间 年   月 

  



 

 

二、课题设计论证 

本表参照以下提纲撰写，要求逻辑清晰，主题突出，层次分明，内容翔实。（7000字以内） 

1.[选题依据]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略写）；成果应用价值等。 

2.[研究内容]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框架思路、重点难点、主要目标、研究计划等（框架思路要列

出研究提纲或目录）。 

3．[创新之处]  在学术思想、学术观点、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特色和创新。 

4．[预期成果]  成果形式、使用去向及预期社会效益等。 

5．[参考文献]  开展本课题研究的主要中外参考文献。（10条以内） 



 

 

三、研究基础 

本表参照以下提纲撰写，要求填写内容真实准确。 

1．[学术简历]  申请人的主要学术简历、学术兼职，在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积累和贡献等。

（略写） 

2．[前期成果]  申请人近三年相关代表性研究成果，尤其是咨政服务方面取得的成绩等。 

3．[承担项目]  申请人近三年承担科研项目情况，包括项目名称、资助机构、结项情况等。 

4．[与已承担项目或博士论文的关系]  凡以各级各类项目或博士学位论文（博士后出站报告）

为基础申报的课题，须阐明已承担项目或学位论文（报告）与本课题的联系和

区别。（略写） 

说明：前期相关代表性研究成果限报 5 项，成果名称、形式（如论文、专著、研究报告等）

须与《课题论证》活页相同，活页中不能填写的成果作者、发表刊物或出版社名称、发表或出版

时间等信息要在本表中加以注明。与本课题无关的成果不能作为前期成果填写；合作者注明作者

排序。  



 

 

四、申请人所在单位审核意见 

申请书所填写的内容是否属实；该课题申请人及参加者的政治和业务素质是否适合承担本课

题的研究工作；本单位能否提供完成本课题所需的时间和条件；本单位是否同意承担本项目的管

理任务和信誉保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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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科  分  类  

项  目  类  别  

课  题  名  称    

所  在  单  位  

填  表  日  期  

 

 

山 东 省 教 育 厅 制  

  



填 报 说 明 
 

课题名称——应准确、简明地反映研究内容，一般不加副标

题，不超过 40 个汉字（含标点符号）。 

课题类别——按项目类别填写“面上项目”或“专项项目”。 

学科分类——按学科规范名称填写。跨学科课题填写与其最

接近的学科名称。根据《学科分类与代码》和高校实际情况，本

次项目申报的学科范围包括：（1）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

（2）哲学；（3）逻辑学；（4）宗教学；（5）语言学；（6）中

国文学；（7）外国文学；（8）艺术学；（9）历史学；（10）考

古学；（11）经济学；（12）管理学；（13）政治学；（14）法

学；（15）社会学；（16）民族学与文化学；（17）新闻学与传

播学；（18）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19）教育学；（20）心

理学；（21）体育学；（22）统计学；（23）港澳台问题研究；

（24）国际问题研究；（25）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工作单位——按单位和部门公章填写全称。 

预期成果——指最终研究成果形式，结项成果原则上须与预

期成果一致。 

  



课题名称  

本表参照以下提纲撰写，要求逻辑清晰，主题突出，层次分明，内容翔实。（8000字以内） 

1.[选题依据]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略写）；成果应用价值等。 

2.[研究内容]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框架思路、重点难点、主要目标、研究计划等（框架思路要列

出研究提纲或目录）。 

3.[创新之处]  在学术思想、学术观点、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特色和创新。 

4.[预期成果]  成果形式、使用去向及预期社会效益等。 

5.[研究基础]  申请人近五年主持的项目、相关代表性研究成果及核心观点等。（不含个人信息） 

6.[参考文献]  开展本课题研究的主要中外参考文献。（10条以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