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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教研发﹝2022﹞3号 

 

关于做好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2 年度 

省市级课题申报立项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教育局，市直各学校： 

根据《甘肃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甘肃省

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2年度课题申报立项工作的通知》（甘

教规办﹝2022﹞3号）文件精神和 2022年市教科所工作要点，组

织开展甘肃省、定西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2年度课题申

报立项工作。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2022 年度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申报和评审工作，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实施《中共中央关于加快构建中国

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

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

取向和学术导向，坚持解决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发挥省、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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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的示范引导作用，更好服务教育高质量发展。  

二、选题要求 

课题选题着眼“十四五”甘肃省和定西市教育改革发展的新

动向和新趋势，紧紧围绕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的重点、热点、难

点问题，关注重点领域和方向，以期更好地服务决策、指导实践、

创新理论、引领舆论。选题要以应用研究为主，以解决教育教学

中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增强课题的科学性、适用性、针对性和可

操作性，对推动我市教育事业发展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三、申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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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重点课题负责

人必须具有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职务）或博士学位，能够

担负起课题研究实际组织者和指导者的责任；省（市）级一般课

题负责人必须具有中级以上职称（含中级）专业技术职称（职务），

不具备中级职称的需两名高级及以上专家推荐。课题组成员须征

得本人同意并签字确认，否则视为违规申报。 

四、名额限定 

根据省上文件精神，本年度课题立项实行限额申报，以县区

专任教师数为依据分配名额。详见附件 1。 

五、申报要求 

（一）省重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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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重点课题要围绕《甘肃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2

年度重点课题研究指南》（附件 2）进行申报。申报课题的研究

方向须与此指南保持一致。  

（二）省级一般规划课题 

省级一般规划课题要聚焦教育教学中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进

行研究，要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自拟课题名称的表述应科

学、严谨、规范、简明，避免引起歧义或争议。  

(三）市级一般规划课题 

市级课题重点要紧扣破解教育教学热点问题、短板问题进行

研究，重点紧扣课堂教学改进与加强、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等展开

研究。课题可大可小，务求实效，切忌脱离教育教学实际耍花样

子、搞假大空，坚决杜绝不在一线从事教育教学工作，专门玩课

题、买论文等不良现象。 

（四）申报人员  

课题申报者与参与者必须为教科研机构、学校教育教学管理

人员和教学一线的在职在岗骨干教师。负责人只能申报负责一项

课题，且不能申报参与其他课题，有在研省级或市级规划课题的

负责人不允许申报。参与人只能参与申报两项课题，有在研省级

或市级规划课题的参与者只能参与申报一项。每项课题参与成员

不少于 3 人，不超过 10 人。对弄虚作假，套取转让课题的要坚

决查处，一经查实，今后不得再申报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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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期限  

省级课题申报研究期限为 2-4 年，市级课题申报研究期限为 

1-2 年，且不允许提前结项。 

（六）申报程序 

充分尊重教师自愿申报原则，按照“逐级推荐申报，各级负

责审核”组织遴选，课题申报者将所申报材料提交所在学校，由

学校推荐上报所在县区，再由县区统一推荐上报市教科所。市直

学校按要求可直接报送市教科所。  

六、报送材料 

（一）材料要求  

1.《课题申请·评审书》（省级附件 3、市级附件 5）纸质版 

1 份，需加盖公章。课题组成员须征得本人同意并签字确认，否

则视为违规申报。 

2.《课题申请·匿名评审书》（省级附件 4、市级附件 6）

扫描件（PDF 格式）1 份。课题匿名评审书文件命名序号与汇总表序

号务必一致，序号+学科：1A学前、2A学前、3B1语文、4B1语文……。 

3.《课题立项申报汇总表》（省级附件 7、市级附件 8）纸质

版 1 份，每页须加盖公章，同时上报 Excel 电子版。申报的省

级课题是否参加市级课题立项,请在备注栏注明“同意参加市级课

题评审”。分学段分学科汇总整理，如 A学前教育、B1语文、B2

数学……C1语文、C2数学……D1中职、D2高职。上报名单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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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名单要务必一致，纸质名单与电子版名单要务必一致。 

4.《课题立项申报推荐上报文件》要说明公示期间无异议和

经审核查重符合课题申报人员资格等要求情况，并附公示文件、

公示截图。需加盖公章。要求报送纸质版 1 份和 PDF 电子版。 

（二）报送时间 

1.2022 年 4 月 22 日前，根据限报名额数(附件 1），各县

区和市直学校推荐的省、市级申报课题经公示无异议后，以文件

形式将省、市级课题匿名评审书（PDF)和汇总表等材料,按要求

分别上报市教科所。县区和市直学校公示不少于 3个工作日。 

2.2022年 5月 6日至 7日，根据市教科所通知推荐省级课题

公示名单，各县区和市直学校将省级课题评审书（纸质版）上报

市教科所。  

3.2022 年 5 月 16 至 29 日，拟推荐省级申报立项课题公

示无异议后，根据市教科所通知要求，各县区、市直单位组织课

题申报负责人登陆 http://keti.gsier.com.cn 网站上传申报材料。  

以上报送材料逾期视为自动放弃，市教科所不再受理，且不

受理个人直接申报。 

七、课题评审 

（一）县区（校）审核。各县区、市直学校要严格按照课题

申报类别和要求，把好课题申报资格审查关，并做好课题申报指

导工作，避免因不符合申报要求或质量低下、材料粗糙影响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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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二）省级课题初审。市上成立课题评审专家组，对省级课

题申报材料进行评审，将推荐结果在全市公示不少于 5 个工作。

公示期无异议后，按省教育规划办通知要求，推荐申报课题教师

在申报平台上传材料。  

（三）市级课题评审。市上成立评审专家组，对市级课题申

报材料进行评审。为鼓励支持教师参与课题研究，对市上初审通

过申报 2022 年省级课题但未立项的课题，经课题申报负责人和

参与人同意，可参加 2022年市级课题评审立项，研究期限为 1-2 

年；对申报 2022年省级课题，但市上初审未通过的不再参加 2022

年市级课题评审。 

八、其他事项  

（一）此项申报工作不收取任何费用。  

（二）所有上报材料一律不退，请自行留底。。 

（三）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联系电话：8223657    电子邮箱：1047204398@qq.com 

 

附件：1.2022年省市级课题立项申报限额 

2.甘肃省教育科学规划2022年度重点课题研究指南 

3.甘肃省教育科学规划 2022年度课题申请·评审书 

4.甘肃省教育科学规划 2022年度课题申请·匿名评审书 

5.定西市教育科学规划 2022年度课题申请·评审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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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定西市教育科学规划 2022年度课题申请·匿名评审书 

7.省级 2022 年度课题立项申报汇总表 

8.市级 2022 年度课题立项申报汇总表 

    以上附件 3-7请在市教科所工作群中下载。 

 

 

 

 

定西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2022年 4月 1日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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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定西市 2022 年拟申报课题分配表 

县区（校） 
 2022年省级课题 

申报数 
 2022年市级课题 

申报数 

安定区 57 64 

陇西县 71 79 

临洮县 65 72 

通渭县 60 67 

渭源县 43 47 

岷  县 66 74 

漳  县 29 32 

市一中 3 5 

市幼儿园 2 3 

定西电大 1 2 

临洮农校 1 2 

市教育局 2 3 

合计 400 450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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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2 年度重点课题研究指南 

 

1.甘肃省学前教育普惠优质发展路径研究 

2．幼小衔接策略优化研究 

3. “五项管理”背景下的中小学生综合发展研究 

4. 基于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集团化办学模式研究 

5. 新中考改革背景下的课堂转型实践研究 

6．普通高中“三新”改革研究（新课标、新教材、新高考） 

7．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策略研究 

8. 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研究 

9．产教融合视角下现代职业教育教学变革研究 

10．新发展理念引领高校创新创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 

11．特殊教育融合发展与质量保障体系构建研究 

12. “双减”政策下校外培训机构治理：问题与策略 

13. 学科融合的校本化实践研究 

14．中小学劳动教育课程一体化设计与实践研究 

15．深化学校体育教学改革研究 

16．中小学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策略研究 

17．教育信息化助推乡村教育振兴策略研究 

18．区域教研联合体建设与实践研究 

19．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教育发展路径研究 

20. 家校共育视角下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路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