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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报要求

（一）专项课题申报人均应具有相关工作、研究经历或实践

管理经验。其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研究专项、高校学生就

业创业研究专项的课题申报，须由课题委托管理机构组织，相对

应的业务或管理部门参与；中小学教师发展研究专项申报人须为

全省中小学教师培训基地校、教师培训机构、高等学校、教育科

研单位的从事教师培养、培训等相关工作的教师、教育科研工作

者和教育管理工作者。教育督导研究专项课题要求申报人具有副

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从事教育督导工作 3年以上。职业教

育研究专项课题要求申报人为教育行政部门在职人员、职业院校

教职员工、相关教育科研机构（中心）人员。申报人是否符合申

报要求请咨询专项课题管理单位联系人。

（二）主持有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含专项课题）尚未完成

的，不得申报。有省社科基金教育学专项或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被终止的负责人三年内、被撤销的负责人五年内不得申报。不能

从事实质性研究工作者不得申报，研究期内因退休等各种原因不

能完成研究工作者原则上不得申报。

（三）每个课题限报一名主持人。申报重点资助课题须选择

是否服从课题资助类别调剂。课题名称要求表述科学、严谨、规

范、简明，一般不加副标题。

（四）课题申报人按《湖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3年专项课题申报指南》（见附件 1），结合自己的研究专长拟



3

题申报。

（五）避免重复申报。在内容上与在研或已结项的各级各

类项目有较大关联的项目，须在《申请·评审书》中注明所申报

项目与已承担项目的联系和区别，内容基本相同的不能再次申报。

（六）课题实行限额申报。委托单位按各专项课题的申报指

标数进行申报（见附件 2）。超过指标限额的不予受理。

三、申报和评审程序

1. 申报人网上申报。申报人请登录“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领

导小组办公室”网站的管理服务平台，通过申报系统申报（首次

申报人须先注册后申报）。《申请·评审书》先报课题委托管理

机构确认，再由课题委托管理机构负责网上提交到专项管理机构

（部门）。

2.提交纸质材料。根据评审程序需要，申报人除网上提交电

子申报材料外，还需打印 1份与电子申报材料（不含活页）相一

致的纸质材料，签字盖章后交课题委托管理机构统一报送到专项

管理机构（部门），不受理个人申报。

3.专项课题评审。专项课题由各专项课题管理机构（部门）

在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组织评审。评审按照网上申

报、资格审查、匿名初审、实名复审、评审委员会审定等程序进

行。

四、其他事项

1.网上申报截止时间： 2023年 3月 15日。请各委托管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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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于规定时间内将符合条件的申报课题在网站管理服务平台申

报系统审核通过。纸质材料报送截止时间：2023年 3月 19日，

逾期不予受理。

2.纸质材料报送地址：

中小学教师研究专项课题：湖南省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长

沙市雨花区同升路 16号），联系人：张丽萍 钟慧，联系电话：

0731-82275281。

国家教育考试研究专项课题：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办公楼 402

室（长沙市岳麓区潇湘中路 271号），联系人：王宁权，联系电

话：0731－88090351。

高校学生就业创业研究专项课题：湖南省大中专学校学生信

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联系人：章小波 马子涵，电话：

18874810565 0731-82116078。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研究专项课题：长沙市东二环二段

238号湖南省教育厅小二栋，联系人：陈理，联系电话：0731－

82990360。

教育财建研究专项课题：长沙市东二环二段 238号湖南省教

育厅办公楼 410 办公室，联系人：王昌；联系电话：0731－

84722834。

教育督导研究专项课题：长沙市东二环 238号湖南省教育厅

教育督导处 616 办公室，联系人：高章韵，联系电话：0731－

8471593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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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研究专项课题：长沙市东二环二段 238号湖南省教

育厅办公楼 909办公室，联系人：操亚洲，电话：0731- 84715482。

各课题委托管理机构要依据《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

办法》《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专项课题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和

本通知的要求，加强对本年度课题申报工作的组织、宣传和指导，

负责课题申报者注册审核和资格审查（包括申报者的申报条件、

资质、信誉、前期研究基础和支撑条件等），签署明确意见，保

证申报者所填内容的真实性，确保课题申报质量。

附件：1.湖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3年专项课题

申报指南

2.湖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3年专项课题

申报指标

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

2023年 1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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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湖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3 年专项课题申报指南

一、中小学教师发展研究专项课题指南

本年度该专项全部设一般资助课题。课题均须依据以下研究

领域和方向，可自拟题目，不在该研究领域和方向的选题原则上

不予立项。

1.1大数据支持下的中小学教师培训模式研究

1.2基于中小学教师需求的校本培训模式实践研究

1.3混合式研修培训模式研究

1.4高等院校与地方教育部门教师培训协同机制研究

1.5非师范类毕业青年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提升培训模式研究

1.6市县中小学教师常态化自主选学机制行动研究

1.7乡村振兴背景下精准帮扶培训乡村教师的实践研究

1.8中小学教师精准培训实施模式研究

1.9中小学教师“一对一”精准帮扶式培训的实践研究

1.10新时代中小学教师培训数字化转型实践研究

1.11文化教育导师培训课程与研修模式研究

1.1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项培训的实践研究

1.13农村薄弱中小学校长管理能力提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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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指向学生学科思维发展的教师专业能力培训研究

1.15信息化视域下中小学教师教育教学胜任力培训研究

1.16核心素养导向的学科教师教学评价能力培训研究

1.1聚焦“教—学—评”一体化主题的教师培训设计与实施研

究

1.18湖南省新时代名师名校长培养计划实施模式研究

1.19新时代名师名校长培养实效性提升的研究

1.20湖南省名师名校长培养现状的调查研究

1.21县域教师发展中心机构整合与功能转型实践研究

1.22 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中小学教师发展机构专业化建

设研究

1.23中小学教师培训与人工智能融合发展研究

1.24县域中小学书法教育培训的机制建设与项目实施研究

1.25中小学书法教育特色学校创建的途径与策略研究

1.26教育人工智能背景下乡村教师自主选学课程构建研究

1.27乡村振兴时代背景下特岗教师的影响力提升研究

1.28中小学校职业倦怠期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1.29新时代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路径与策略研究

1.30县级中小学骨干教师队伍建设研究

1.31人口变化背景下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研究

1.32薄弱学校驻点帮扶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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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特殊教育学校教师队伍专业化发展研究

1.34“四有好老师”成长规律的研究

1.35乡村学校音、体、美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1.36基于成果导向的教师培训管理机制研究

1.37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制度有效性实施研究

1.38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资格面试考官质量评估研究

1.39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资格面试工作质量监测研究

1.40湖南省中小学教师职评工作现状研究

二、国家教育考试研究专项课题指南

本年度该专项设重点资助课题和一般资助课题。课题研究期

限为 2 年。课题均须依据以下研究领域和方向自拟题目，不在

该研究领域和方向的选题原则上不予立项。

2.1中国式教育考试现代化研究

2.2落实立德树人、提升评价质量的高考内容改革研究

2.3新高考背景下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的体系构建与应用研

究

2.4国家教育考试管理模式研究

2.5国家教育考试技术赋能的手段及工作模式研究

2.6新时代教育考试机构建设的策略与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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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国家教育考试风险预警与防控机制研究

2.8基于新高考的学科核心素养、关键能力考查与人才评价

机制研究

2.9国家教育考试命题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研究

2.10基于赋分制的学科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命题研究

2.11国家教育考试施考程序标准化管理模式创新研究

2.12新高考背景下的院校专业组设置研究

2.13高考选科与大学专业适配性科学研究

2.14疫情背景下大规模国家教育考试的组织、管理与实施研

究

2.15国家教育考试考点安全管理模式优化研究

2.16国家教育考试科研方法与能力建设研究

2.17 基于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的体美劳学科核心素养评价

方式研究

2.18清廉招考文化研究

2.19基于规范管理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体系研究

2.20自学考试学习资源开发建设研究

2.21 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背景下自学考试改革方向与发

展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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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校学生就业创业研究专项课题指南

本年度该专项设重点资助课题和一般资助课题。课题直接选

用以下选题申报，或依据以下选题研究领域和方向自拟题目，不

在该研究领域和方向的选题原则上不予立项。

3.1基于科教兴国战略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研究

3.2基于人才强国战略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研究

3.3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研究

3.4强化就业优先战略背景下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研究

3.5青年工作战略性定位与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研究

3.6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与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研究

3.7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研究

3.8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与发展趋势研究

3.9国家和地方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研究

3.10高校毕业生重点群体就业渠道拓展研究

3.11高校困难毕业生群体就业帮扶研究

3.12高校书记校长访企拓岗促就业长效机制研究

3.13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三高四新”战略发展研究

3.14“三高四新”战略实施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影响研

究

3.15“三高四新”战略背景下高校毕业生就业供需状况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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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机制研究

3.16高校毕业生就业意向调研与校园招聘联动机制研究

3.17高校毕业生就业大数据平台的设计及应用研究

3.18新业态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影响研究

3.19.基于数字化转型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开拓研究

3.20高校毕业生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机制研究

3.21到国家战略性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现状及引导机制研究

3.22湖南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发展研究

3.23高校毕业生重点领域就业引导机制研究

3.24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研究

3.25装备制造领域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研究

3.26人工智能发展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影响研究

3.27大数据技术推进就业供需精准智能匹配研究

3.28机器学习在高校毕业生就业预测预警中的应用研究

3.29新时代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登记制度研究

3.30引导和鼓励大学生基层就业长效机制研究

3.31.高校毕业生“慢就业”“缓就业”研究

3.32高校就业工作评价体系研究

3.33基于现代化建设的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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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非省会城市高校毕业生就业策略研究

3.35大学生求职渠道变迁研究

3.36高校就业创业指导名师工作室建设研究

3.37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管理服务信息化机制研究

3.38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现状与完善路径研究

3.39新时代高校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3.40高校招生、培养、就业一体化联动机制研究

3.41新高考背景下高校新生生涯发展教育研究

3.42有效支持大学生创业的路径和机制研究

3.42 就业思政理念下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全员参与机制建

构研究

3.44“就业育人”视域下大学生职业发展大数据研究

3.45推进大中小学职业生涯发展教育一体化建设研究

3.46高校就业指导课程现状、模式和发展方向研究

3.47高校就业创业指导骨干教师核心能力素养研究

3.48高校就业创业“金课”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3.49全省高校就业工作队伍的现状、问题与发展对策研究

3.50高校创新创业和就业指导教育能力评价研究

3.51“高校—社会”协同培育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机制研究

3.52新时代高校毕业生就业观念变迁及引导策略研究



13

3.53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就业观的对策研究

3.54引导高校毕业生保持平实之心的策略研究

3.55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体系建设研究

3.56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大学生就业心理研究

3.57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在技能型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及实

践路径研究

3.58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权益保障现状及其对策研究

3.59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乡村振兴研究

3.60 新时代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建设及其作用发

挥研究

3.61 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与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研

究

3.62 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理论与实践研

究

3.63 课程思政视域下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

体系优化研究

3.64“大思政”视域下高校就业育人有效模式研究

3.65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背景下大学生创新创业育人模式

研究

3.66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生就业观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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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研究

3.68双创孵化基地促进高校就业创业机制与路径研究

3.69基于产教融合的大学生创业支持体系研究

3.70大学生创业带动就业的促进机制研究

3.71 创新创业教育在培养技能型人才的作用及实践路径研

究

3.72家教家风与大学生就业价值取向研究

3.73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评价研究

3.74数字化背景下高校毕业生档案管理研究

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研究专项课题指南

本年度该专项设重点资助课题和一般资助课题。课题均须依

据以下研究领域和方向自拟题目，不在该研究领域和方向的选题

原则上不予立项。

4.1新时代完善学生资助体系研究（分学段）

4.2高质量学生资助体系建设研究（分学段）

4.3学生资助工作风险分析与防范机制研究（分学段）

4.4资助政策实施效益分析与实证研究（分学段）

4.5基于贫困生和谐发展的立体化资助模式构建研究

4.6以绩效为导向的学生资助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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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资助育人的理论框架与实践途径研究

4.8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的依法资助研究

4.9国家教育信息化战略背景下学生资助智能化研究

4.10学生资助文化建设研究

4.11资助宣传和育人活动创新性与实效性研究

4.12 湖南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

现状调查与分析

4.13优化学生资助资金分配机制研究

4.14特殊群体资助保障研究

4.15学校从事业（学费）收入计提资助经费管理和使用研究

4.16服兵役教育资助管理对策研究

4.17弹性学制下退役士兵资助管理研究

4.18户籍制度改革背景下中职精准资助实践研究

4.19中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精准认定与分档资助研究

4.20新《职业教育法》实施背景下中职学生资助政策与职业

教育发展相关性研究

4.21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差别化资助研究

4.22学前教育特困幼儿免费教育资助政策研究

4.23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健康成长帮扶机制研究

4.24国家助学贷款背景下高校学生诚信体系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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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办学成本比较研究

5.14高等职业院校差异化生均拨款标准研究

5.15财政教育投入政策研究

5.16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中小学校建设发展路径研究

5.17高校闲置存量国有资产盘活处置问题研究

5.18国有资产绩效评价管理研究

5.19政府采购绩效评价管理研究

5.20政府采购文件标准化管理研究

5.21世界银行结果导向型贷款管理研究

5.22智慧高校基建项目信息化全过程管理应用研究

5.23校园建筑安全信息化监测管理应用研究

5.24 省属高校基建项目从策划生成到竣工验收全过程指导

指南研究

5.25高校基建项目内部控制管理标准化模板研究

5.26高校校园中长期整体规划与校园文化建设研究

5.27主管部门防范高校基建廉政风险制度建设研究

5.28高校后勤服务项目招投标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5.29高校学生食堂经营过度商业化问题对策研究

5.30推进学校合同节能、节水管理工作机制及配套政策研究

5.31中小学食堂集约式供餐、配送现状、问题及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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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提质增效研究

5.33构建中小学食堂县级“互联网+监管”平台机制研究

5.34高等学校学历继续教育财务管理和教育收费问题研究

5.35我省中小学课后服务收费的现状、问题、对策研究

5.36党委（党组）审计委员会领导下的教育审计基础能力建

设研究

5.37“业财”融合背景下的教育审计信息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研究

5.38 审计全覆盖背景下内部审计人才队伍建设及协同工作

机制研究

5.39贯通审计、纪检、巡察和教育督导的监督大格局体系研

究

5.40开展高校资产审计的重点、难点及策略研究

5.41 审计全覆盖视角下高校内部审计整改质效提升机制及

实现路径研究

5.42基于EPC模式的高校基本建设项目审计研究与实践

5.43高校开展研究性审计的实现路径研究

5.44 教育审计促进高校内涵式发展的作用机制与实现路径

研究

5.45教育审计在清廉学校建设的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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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教育审计成果协同运用长效机制研究

5.47新形势下以研究型为主导的教育审计团队建设研究

六、教育督导研究专项课题指南

本年度该专项设重点资助课题和一般资助课题。课题均须依

据以下研究领域和方向自拟题目，不在该研究领域和方向的选题

原则上不予立项。

6.1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研究

6.2政府履职教育职责评价研究

6.3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履职教育职责评价研究

6.4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导评估研究

6.5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研究

6.6幼儿园办园质量督导评估研究

6.7义务教育学校综合督导评估研究

6.8高中阶段学校督导评估研究

6.9民办学校督导评估研究

6.10中小学（幼儿园）校（园）长任期督导评估研究

6.11基础教育质量监测研究

6.12普通高等学校督导评估研究（包括本科院校或高职高专

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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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学校内部督导机制研究

6.14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开展督导评估研究

6.15督学准入与队伍管理研究

6.16督学责任区建设研究

6.17中小学幼儿园责任督学挂牌督导模式研究

6.18督学工作待遇保障机制研究（包括职称评定、工作经费

使用等方面）

6.19教育督导结果运用机制研究（八项结果运用环节或其中

几项结果运用环节）

6.20教育督导问责实践研究

6.21督导评估工具与标准研发

七、职业教育研究专项课题指南

本年度该专项设重点资助课题（7.1-7.10）和一般资助课题

（7.11-7.30）。课题均须依据以下研究领域和方向自拟题目，不

在该研究领域和方向的选题原则上不予立项。

7.1职业教育与区域产业发展匹配模式研究

7.2职业教育集团实体化运作机制研究

7.3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研究

7.4县域职业教育多元化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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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学习成果融通互认研究

7.6职业学校实施学分课程研究

7.7高水平“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机制研究

7.8职业学校教材建设研究

7.9市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设置与管理研究

7.10职业教育省级招生平台建设研究

7.11湖南职业教育发展战略及路径研究

7.12湖南职业教育类型发展政策体系研究

7.13职业教育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

7.14区域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研究

7.15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建设研究

7.16高职本科教育发展研究

7.17职业院校兼职教师队伍建设研究

7.18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保障措施研究

7.19地方职业院校办学适应性研究

7.20职业院校二级管理体系研究

7.21职业院校毕业生发展保障机制研究

7.22构建区域性职教师资培养动态联盟模式与机制研究

7.23职业启蒙教育研究

7.24职业教育高质量培训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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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职业院校与行业联合培养基层专业技术人员模式研究

7.26中职学校党建工作研究

7.27职业教育集团管理模式研究

7.28职业教育资源共建共享研究

7.29职业学校教师岗位设置与职务（职称）评聘制度研究

7.30联合举办职业学校各方责权利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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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湖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3年
专项课题申报指标

职业教育研究专项课题申报指标

市州

市州名称
单位

编码

申报

指标
市州名称

单位

编码

申报

指标

长沙市 K001 5 邵阳市 K008 4

株洲市 K002 3 郴州市 K009 2

湘潭市 K003 2 永州市 K010 3

衡阳市 K004 4 怀化市 K011 2

常德市 K005 2 娄底市 K012 2

岳阳市 K006 2 湘西自治州 K013 1

益阳市 K007 2 张家界市 K014 1

专项名称 每个市州
每个本

科院校

每个高

职高专

院校

每个省

直单位

省教育

考试院

省教育

科学院

中小学教师发展研究专项 4 2 2 2 2 2

国家教育考试研究专项 5 3 2 1 3 3

高校学生就业创业研究专项 0 6 3 1 1 1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研究

专项
3 1 1 1 1 1

教育财建研究专项 6 4 3 3 3 3

教育督导研究专项 5 1 1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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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院校、科研机构

学校名称
单位

编码
申报指标 学校名称

单位

编码

申报

指标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

校
K053 3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K090 4

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K054 2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

院
K091 2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K055 4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K092 2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K056 4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K093 2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K057 4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K094 3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K058 3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K095 3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K059 4 湖南九嶷职业技术学院 K096 1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

学院
K060 3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 K097 2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K061 3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K099 4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K062 4 长沙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K100 2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K063 3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

院
K101 2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K064 4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

院
K102 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K065 4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K103 2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

学院
K066 3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K104 2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

学院
K067 3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K105 2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K068 4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K106 1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K069 3 湖南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K107 1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K070 2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K108 2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K071 2 湖南高尔夫旅游职业学院 K109 1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K072 2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K110 2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K073 3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K1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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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

学院
K074 3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K112 2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K075 2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

院
K113 2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K076 3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K114 2

保险职业学院 K077 1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

院
K115 3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K0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