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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四川省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2018 年度课题申报通知及指南

省内各高校、市州、县区教育局及教科院（所、室、中心）、中小学、

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

根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和《四川省

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规定，四川省教育发展

研究中心现发布 2018 年度课题申报指南，并从即日起开始受理课题

的申报。现将申报工作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立足国家与四川战略发

展需求，针对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大问题，坚持问题导向、

质量导向、发展导向，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充分发挥教育

科研创新理论、服务决策、指导实践、引导舆论的功能作用，加快推

进教育现代化，建设四川教育强省，推动教育精准扶贫,为治蜀兴川提

供智力支持、人才支撑和文化引领。

二、申报内容与范围

此次项目申报应结合四川省教育改革与发展实际，围绕”立德树

人、教育体制机制、教育公平、教育质量、教育保障“等教育重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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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问题，以及中心特色研究方向的相关内容进行申报。本年度已设

课题指南（详见《2018 四川省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课题指南》），申

请人可参照课题指南进行申报，也可自选课题。基础研究要力求具有

原创性、开拓性和较高的学术思想价值，应用研究应立足四川，面向

全国，要具有现实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和较强的决策参考价值。

三、申报条件

申请人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具有独立开展研究和组

织开展研究的能力，能够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申请重点项目的负责

人原则上应具备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申报一般项目的负责人须

具有中级以上（含中级）职称。高职高专、中小学、边远及民族地区

研究工作者有特色的研究项目可适当放宽职称或学历要求。凡承担省

社科联、教育厅社科项目及本中心项目尚未结题者，不得作为项目负

责人申报。

四、申报类别、立项经费、经费拨付

本年度申报类别为重点项目、一般项目、自筹项目。重点项目，

立项经费 0.8-1 万元；一般项目，立项经费 0.2-0.5 万元。中心将根

据选题和论证确定课题级别。项目经费分立项、结题两次拨付，分别

拨付总经费的 1/2。

五、申报办法及时间

申报程序和受理单位：申报书（需原件 1 份，复印件 2 份，并附

电子文稿，电子文稿请发至 E-mail:scsjyfzyjzx@126.com）由所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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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科研部门审查合格、签署意见后汇总集中报送四川省教育发展研究

中心，四川省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不受理个人直接报送的申报书。

申报起止日期：2018 年 4 月即日起开始受理申报，申报材料最

迟应于 2018 年 5 月 18 日前寄至中心（以到达邮戳时间为准）。因

人手有限，请用邮政挂号寄达。

六、成果验收与结题要求

（一）最终成果须与预期成果形式一致，与申报课题主题相关；

非项目组成员的成果不得用于项目结题。

（二）项目所有成果应在显著位置署上“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

点研究基地——西华师范大学四川省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资助/立项项

目”，且为成果资助第一单位。

（三）所有成果结题时需提交不少于 3000 字的研究报告，内容

须涵括现状、问题和对策；重点资助项目成果至少有论文 2 篇或专著

1 部，其中 1 篇必须是 CSSCI 来源期刊且为第一作者署名；一般资助

项目成果至少有论文 2 篇，其中 1 篇必须是 CSSCI 来源期刊扩展版或

北大核心期刊及其以上层次刊物，且为第一作者署名；自筹项目至少

有 2 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论文集及专科类层次学报不算）。

（四）凡以调研报告、资料数据库结题的成果，调研报告须有县

级（含县级）以上单位（领导）批示（签章），资料数据库须领导批

示或实际应用证明并验收合格。

（五）中心同意以书稿、研究报告稿申请结题，由中心组织专家

鉴定，确认是否通过。申请结题时需提交论文稿及电子文档，中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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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在保障作者著作权的前提下使用该成果。中心创办有《西部教育发

展研究》（内刊），欢迎积极投稿，凡被审核录用的学术论文，结题

时可算作是在普通刊物上发表论文，限 1 篇。

（六）所有结题资料需按以下要求装订。所有课题结题资料应以

结题资料汇编的形式装订成册，封面应使用皮纹纸，封面内容包括课

题编号、课题名称、课题负责人单位名称及姓名、课题起止时间。其

中装订内容及顺序如下：（1）结题资料目录；（2）课题申报表；（3）

课题立项通知；（4）课题中期检查表；（5）课题研究报告；（6）

课题结题申请表（1 式 3 份，1 份装订，其余 2 份散装）；（7）课题

研究成果（著作提交原件（4 部）、论文提交复印件（1 份），复印

内容包括期刊封面、目录、论文全文及封底）。

七、由于四川省教育发展中心网站更新升级，请申请人及所在科

研管理部门负责人及时添加四川省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工作 QQ 群

（SCSJYFZYJZX: 700561135）申报所需材料请从群里下载。

八、四川省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地址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师大路 1 号：西华师范大学四川省教育发展

研究中心 马慧收，邮编：637000，联系电话：（0817）2568565，

E-mail:scsjyfzyjzx@126.com。

四川省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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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2018 年度课题指南

一、教育体制机制研究

1.四川省教育现代化 2035 研究；

2.深化四川省教育改革的动力机制和落实机制研究；

3.科学化、民主化、精细化教育治理体系研究；

4.教育“放管服”改革研究；

5.“管办评”分离背景下学校办学自主权落实研究；

6.高等学校分类建设标准和对策研究；

7.教育标准化管理研究；

8.现代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研究；

9.中考、高考、高职、研究生入学招生制度改革研究；

10.社会力量兴办教育管理制度研究；

11.民办教育分类发展研究；

12.高水平民办大学建设过程机制和发展模式研究；

13.职业教育推进县域经济和城镇化发展研究；

14.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研究；

15.四川省学习型社会构建的总体框架、基本制度、动力机制和统筹协

调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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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才培养研究

16.立德树人系统化落实机制研究；

17.立德树人的途径与方法研究；

18.互联网时代学校德育模式创新与实践研究；

19.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20.家风家训研究；

21.新高考制度背景下的高中课程体系建设研究；

22.普通高中多样化与特色发展研究；

23.基于培养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课堂教学策略研究；

24.教育信息化与教育教学的融合研究；

25.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研究；

26.工程教育改革服务产业转型升级研究；

27.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

28.“六卓越一拔尖”人才培养培养研究；

29.协同育人模式与机制研究；

30.学校体育艺术人才培养研究；

31.招生制度改革背景下高职分类教学研究；

三、教育公平研究

32.大力发展普惠性幼儿园的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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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学前教育公平研究；

34.学前教育体制机制的主要问题与改革思路；

35.学前教育师资补充机制研究；

36.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改革研究

37.义务教育教育扶贫和精准控辍研究；

38.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公平问题制度研究；

39.现代化视域下高中阶段教育普及发展研究；

40.区域高等教育协调发展实证研究；

41.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提升研究；

42.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机制研究；

43.学生资助制度研究；

44.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研究；

45.破解大班额问题的政策研究；

四、教育质量提升研究

46.小规模学校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研究；

47.基于核心素养的基础教育教育质量提升研究；

48.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研究；

49.“双一流”建设体制机制研究；

50.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3&CurRec=5&FileName=CJYB201702250010&DbName=CCNDLAST2017&DbCode=CCND&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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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标准研究；

52.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53.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水平提升研究

54.实施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研究

55.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研究

56.四川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研究

58.推进产教融合的保障措施研究

59.提升职业教育社会培训功能研究

60.高职院校协同创新体系的构建与研究

61.产业结构调整与高职专业建设发展研究

62.职业教育培养工匠精神，提高学生职业素养的路径研究

五、教育保障研究

63.中小学教职工编制管理研究；

64.中小学、高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岗位设置研究；

65.中小学绩效工资研究；

66.学前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研究；

67.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研究；

68.师德师风建设研究；

69.教师教育振兴和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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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高校、基础教育学校教师职称评审权下放研究；

71.学前教育和普通高中生均拨款制度研究；

72.教育法律制度体系研究；

73.校园安全防控体系建设管理研究；

74.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研究；

75 教育信息化的供给侧改革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