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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类 20 项，基础教育类项目 20 项，课程思政类项目 20

项。项目类别包括：重点项目、一般项目。

三、申报对象

全校在册在职教职工。已承担校级教研项目且没有结项的

教师不得参加本次申报。

四、申报程序

1．申请人须认真填写《南阳师范学院教学研究项目立项申

请书》和《活页》（《活页》中不得出现申请人个人信息）。

2．各教学单位要组织相关专家对申报课题进行评审，签

署评审意见并排出推荐先后顺序。

3．各教学单位集体组织申报，教务处不接受个人申报材

料，在申报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各申请人应根据立项范围选好课题，选题要新颖，

研究要紧扣我校发展要求，特别要注意考虑学校的办学目标、

定位与特色。

（2）项目组成员原则上应控制在 5-7 人（含项目负责人

在内），基础教育横向联合研究项目课题组成员中基础一线教

师占 40%，需要联合单位签字、盖章。

（3）重点项目要注意项目研究的理论基础、技术路线、

前期成果等，要凝练方向、加强团队合作，鼓励跨学科、多个

单位联合申报，申请书和论证活页内容将查重。

五、具体要求

1．各教学单位务于 2021 年 3 月 5 日下午 17 点前将本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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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南阳师范学院2020年教学研究项目申报指南

为加强对教学研究工作的宏观指导，提高学校教学研究项

目立项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更好地培育各级优秀教学成果，特

制定“南阳师范学院 2020 年教学研究项目申报指南”，简称

“指南”。

本“指南”是基于我校教育教学改革的形势与任务，以及

教育教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势提出的，其中仅有少数题目适合直

接用作具体的研究课题名称，大部分题目需要细化、分解处

理。各教学研究项目申请人，应根据学校、所属教学单位及个人

的实际出发，选定科学性、针对性、创新性、可操作性强的，且

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普适性、有推广应用价值的研究课题。

一、综合研究

1．提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关键问题研究

2．高等学校优质教学资源共建共享管理模式与运行机制研究

3．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

4．地方高校特色专业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与研究

5．志愿服务校外实践培养学生服务社会意识和能力的研

究与探索

6．校地融合培养基础教育卓越师资的实践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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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教育关怀伦理视野下教师教育课程体系构建研究

二、人才培养体制与模式研究

1．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

2．国内外同类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比较研究

3．政府、企事业参与高校人才培养全过程的模式研究

三、专业改革和专业建设研究

1．区域经济发展与我校学科专业结构调整改革的研究

2．新常态下传统专业的调整优化研究

3．特色专业培育、建设和发展研究

四、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研究

1．各专业系列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研究

2．公共课程（高等数学、普通物理、公共体育等）教学

改革研究

3．新形势下师范教育专业改革与课程建设研究

4．“校企双主体”企业培养阶段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研究

五、实践教学改革研究

1．转型升级发展战略下的实践教学模式研究

2．师范生实践教学能力提升研究

3．产教融合体系研究

六、教学方法与手段研究

1．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形式与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实践

2．提高毕业设计（论文）质量的研究与实践

七、教学质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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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样化人才培养的教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2．课程思政专业课程的考核评价方式与实践

八、师资队伍建设研究

1．应用型专业青年教师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九、新工科建设专题

（一）新理念研究

1．新经济对工科人才需求的调研分析

2．国际工程教育的改革经验的比较与分析

3．我国工程教育改革的历程与经验分析

（二）新结构研究

4．面向新经济的工科专业改造升级路径探索与实践

5．多学科交叉复合的新兴工科专业建设探索与实践

6．理科衍生的新兴工科专业建设探索与实践

7．工科专业设置及动态调整机制研究与实践

（三）新模式研究

8．新工科多方协调与人模式改革与实践

9．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工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10．新工科人才的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探索

11．新工科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12．新工科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四）新质量研究

13．新兴工科人才培养质量标准研制

14．新工科基础课程体系（或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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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面向心工科的工程实践教育体系与实践平台构建

16．新型工程教育信息化的探索与实践

17．新工科专业评价制度研究和探索

（五）新体系研究

18．工科优势高校新工科建设进展和效果研究

19．综合性高校新工科建设进展和效果研究

20．地方高校新工科建设进展和效果研究

21．面向“一带一路”的工程教育国际化研究与实践

十、基础教育研究专题

1．城乡义务教育标准、制度、规则研究

2．“十三·五”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研究

3．构建教育机会、资源配置、质量水平、管理模式一体

化研究

4．乡村义务教育精准扶贫体制、机制研究

5．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视野下的教师流动机制研究

6．城市义务教育阶段择校问题现状和对策研究

7．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后升学考试衔接

问题研究

8．义务教育随班就读工作机制和保障体系研究

9．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机制研究

10．课程改革成效应用推广机制研究

11．核心素养背景下各学科教材教法创新研究

12．中小学学科教学新趋势、新动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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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小学学科教学特色模式研究

14．高质量的课堂教学模式研究

15．中小学教师教学能力的提高与对策研究

16．基于互联网+中小学创新教育途径和方法研究

17．“智慧校园”建设和实践研究

18．县域教育信息化推进机制与管理研究

19．数字化背景下课堂教学方式、方法创新研究

20．大数据时代学科教育发展趋势及对策研究

十一、课程思政专项

1.课程思政背景下专业教学模式改革

2.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区别联系

3.课程思政团队建设考核指标研究

4.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评价体系研究

5.课程思政与专业课程建设关系

6.课程思政与立德树人关系研究

7.课程思政与专业教师教学能力提升

8.课程思政育人的教学设计

9.课程思政与人才培养质量

10.课程思政与专业教学体系

11.课程思政特色专业建设

12.课程思政示范校建设

13.课程思政监督检查机制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