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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4 年度福建省

教育系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教育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各高等学校，省

属中职、中小学校，各有关厅直属单位：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一中、二中、三中全会

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校思政课建设的重要指示精

神，现将 2024 年度福建省教育系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申报工

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类别及资助额度

1.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社科类）一般项目，拟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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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项。

2.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基础教育研究专项，拟立项

200 项，由福建教育学院每项资助 2000 元。

3.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世界语言与文化研究专项，拟

立项 70 项，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每项资助 3000 元。

4.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高校辅导员研究专项，拟立项

50 项，由福建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研究会每项资助 1000 元。

5.高校古籍整理研究专项，拟立项 2项，由省教育厅从全国

高校古籍整理研究专项经费中予以 20000 元经费支持。

二、申报条件

1.申请人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能够实际从

事研究工作并真正承担和负责组织项目的实施；5 类项目每个申

请人限报 1项，课题组成员一般不超过 5人。所列课题组成员必

须征得本人同意，否则视为违规申报。

2.申请人还须符合下列条件：

（1）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社科类）一般项目申请人

应为我省高校在职教师或科研人员，原则上不超过 45 周岁。

（2）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基础教育研究专项申请人

应为我省各市、县（区）教师进修院校教师，中小学校（含中职

学校）和幼儿园教师；各基础教育教研机构教研员；高校师范类

专业和福建教育学院教师。

（3）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世界语言与文化研究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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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应为我省高校语言学科教学骨干，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

术职务或博士学位。本科院校每校申报项目数不得超过 5项，高

职高专院校每校申报项目数不得超过 3项。

（4）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高校辅导员研究专项申请

人应为高校专职辅导员（指在院系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的在岗人员，包括院系级党组织副书记、学工组长、团总支书记、

学工干部等）。

（5）古籍整理研究专项申请人一般为高级职称人员（含副

高），如是中级职称，须提供两名高级职称人员的推荐信。如是集

体合作项目，项目申报人应是该项目的实际负责人，并在该项目

中担任实质性的科研任务。如是个人项目，项目申报人必须是该

项目的真正承担者。项目负责人要有古文献业务功底、有学术见

解、资料积累比较丰富。

3.本次项目申报设《课题指南》（古籍整理研究专项除外，见

附件 1），申请人可根据课题指南提出的重点研究范围，结合自身

的研究基础和学术专长，认真凝练研究课题进行申报。研究课题

名称应表述规范、准确、简洁。

4.有以下情况之一者不得申报本次项目：

（1）已主持、正在主持国家、省（厅）级（含子课题）及以

上科研项目；

（2）申请人 2024 年度有正在评审的国家、省部级（含子课

题）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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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于主观原因被撤销项目或项目成果鉴定未获通过者。

三、立项程序

1.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社科类）一般项目，采取“个

人申报、学校评审、等额推荐、审核下达”的方式立项。学校负

责组织本校项目申报和评审，按项目限额进行推荐（申报限额请

登录申报系统查看），经我厅审核后给予立项，学校推荐项目不

符合立项要求，审核不通过的，不予立项。

2.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基础教育研究专项、世界语言

与文化研究专项、辅导员研究专项以及古籍整理研究专项，采取

“个人申报、学校推荐、专家评审”的方式立项。

四、申报流程及材料报送

1.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社科类）一般项目、世界语

言与文化研究专项、辅导员研究专项以及古籍整理研究专项，申

报材料须由学校审核后按照规定日期报送，纸质版待正式立项后

上交。不接受个人申报，逾期不予受理。

2.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社科类）一般项目、基础教

育研究专项、世界语言与文化研究专项，依托“福建教育学院科研项

目管理信息系统”(https://ky.fjjyxy.com/showLoginPage.do）

开展申报。学校推荐具体流程、函件要求、项目申报书等，请登

录系统首页“公告通知”栏目查阅。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

（社科类）一般项目、世界语言与文化研究专项可先开展学校推

荐工作，拟推荐项目待系统开放后登录系统填报。基础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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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在系统开放后直接登录填报。申报系统开放时间为8月30日至

10月13日。

3.古籍整理研究专项须提交《古籍整理研究专项项目申报

书》（见附件 2）和研究内容样稿 word 版，文件夹以申请人姓名

命名，10 月 13 日前发送至 jytszcsk@fjsjyt.cn。

4.高校辅导员专项须提交《高校辅导员研究专项项目申报

书》和汇总表，请登录福建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官方

网站（https://fjszyjh.fjnu.edu.cn/15712/list.htm）“下载

中心”栏目下载。本科高校限报 4项，专科高校限报 2项，各高

校根据评定结果依次排序，于 2024 年 10 月 13 日前将申报书电子

版、汇总表电子版及扫描件发送至 fjszyjh@163.com，邮件主题

标注“XX 学校+高校辅导员专项申报汇总”。纸质版邮寄地址：

福州市大学城科技路 1号福建师范大学旗山校区行政楼 427 福建

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秘书处，邮编：350117。

五、相关要求

1.各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认真做好项目的组织申报和评审

推荐工作，确保项目推荐申报过程公平公正公开、安全平稳有序。

2.各单位要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对申报材料

的审核把关，确保申报材料政治方向、价值取向、研究导向正确，

确保填报信息的准确、真实，切实提高项目申报质量。如违规申

报，一经查实将予以通报批评。

3.申请者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mailto:jytszcsk@fjsjyt.cn，主题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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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申报课题要体现鲜明的时代特征、问题导向和创新意识；

基础研究要密切跟踪国内外学术研究前沿和学科建设需要，体现

具有原创性、开拓性的学术创新价值；应用研究要立足党和国家

以及我省事业发展需求，着力推出具有现实性、针对性和较强决

策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

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社科类）一般项目以及高校古

籍整理研究专项联系人：省教育厅思政处兰岚，电话：

0591-87091525。

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基础教育研究专项联系人：福建

教育学院科研处林靖雯、蔡宗珍，电话：0591-83738057。

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世界语言与文化研究专项联系

人：陈涛，电话：0591-83205081。

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辅导员研究专项，联系人：赖书

慧，电话：0591-22867280。

附件：1.课题指南

2.古籍整理研究专项项目申报书

福建省教育厅

2024 年 8月 30 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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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课题指南

一、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社科类）一般项目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科学体系研究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道理学理哲理研究

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研究

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

5.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发展研究

6.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研究

7.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研究

8.“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研究

9.坚持“两个结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10.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研究

11.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研究

12.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研究

13.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研究

14.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研究

15.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研究

16.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研究

17.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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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研究

19.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研究

20.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研究

21.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研究

22.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研究

23.推动走出去、请进来管理便利化研究

24.发展银发经济研究

25.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研究

26.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研究

27.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

28.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研究

29.新的文化生命体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

30.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研究

31.学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路径研究

32.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研究

33.数字时代新型犯罪形态的法律规制研究

34.健全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法规衔接协调机制研究

35.新兴领域、重点领域立法问题研究

36.加快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研究

37.完善学生实习实践制度研究

38.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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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研究

40.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研究

41.完善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研究

42.优化英模人物宣传学习机制研究

43.《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融入高校思政课程体系研究

44.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研究

45.福建省海洋文化研究

46.福建省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研究

47.侯官文化研究

48.南岛语族研究

49.朱子文化研究

50.新时代弘扬“嘉庚精神”研究

二、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基础教育研究专项

（一）中小学（含中职）德育、思政课研究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研究

2.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融入

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的实践研究

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体系研究

4.中小学生红色教育的实践研究

5.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增强学校德育效能的途径与方法研究

6.中小学生网络文明素养培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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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小学生感恩教育的实践研究

8.中小学生心理困惑与德育策略研究

9.中小学温暖集体构建研究

10.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研究

11.新时代中小学师德师风问题与建设策略研究

12.中小学学科德育实践路径研究

13.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小学社会实践基地建设与教育功能研究

14.构建学校劳动教育清单研究

15.中小学班主任工作室建设研究

16.中小学德育成效评价体系建设研究

17.家长学校的建设与发展研究

18.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家庭教育研究

19.大中小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工作机制研究

20.中小学“行走的思政课”机制建设研究

21.“行见八闽”大思政课研学实践圈建设研究

22.中小学思政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策略研究

23.中小学思政课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

24.地方文化资源融入中小学思政课教学的实践研究

25.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的策略研究

（二）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建设研究

26.基础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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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研究

28.推动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研究

29.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 版）与基础教育各学科

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30.跨学科课程深度融合应用研究

31.“双减”背景下做好科学教育加法研究

32.“双减”背景下课堂教学提质增效研究

33.“双减”背景下课后服务能力提升研究

34.“双减”背景下区域教育生态建设研究

35.“双减”背景下乡村教育振兴研究

36.加强县域普通高中教育质量研究

37.学前教育改革与发展趋势研究

38.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研究

39.专门教育发展研究

40.中小学区域（集团/学区/教共体）联动教研机制创新研究

41.基础教育各学段办学质量评价研究

42.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实施研究

43.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教育教学模式改革研究

（三）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研究

44.以教育家精神引领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研究

45.“强师计划”与“四有”好老师培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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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学负担策略研究

47.“双减”背景下教师专业成长研究

48.教师专业成长课程资源建设研究

49.乡村学校教师和校长能力素质提升培养研究

50.新时代基础教育教师培训质量提升研究

三、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世界语言与文化研究专项

1.中国式现代化中语言与文化的自信建设研究

2.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的福建省区域多元外语教育政策研究

3.一带一路建设与“外语+”人才培养的创新路径研究

4.福建省地域文化、方言对外传播研究

5.福建方言对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语言的影响研究

6.语言助推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的多样化传播研究

7.闽南话、客家话在闽台的流布发展研究

8.基于中华文化认同的海峡两岸语言与文化研究

9.闽台语言与文化的交融性和交互性研究

10.区域国别研究中的语言能力建设

11.国际传播力与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研究

12.世界文化与国际理解研究

13.外语教育及教学研究

14.外语教材与测试研究

15.新媒体推动语言与文化传播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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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高校辅导员专项

1.学好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研究

2.高校文化育人实践路径研究

3.培养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研究

4.“时代新人”视域下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研究

5.“三全育人”体系下高校辅导员角色定位与作用发挥研究

6.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研究

7.利用开学典礼、毕业典礼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8.红色文化资源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研究

9.基于学生群体画像分析的高校精准思政研究

10.新时代大学生勤俭节约精神教育研究

11.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研究

12.高校温暖集体构建研究

13.整合资源构建高校实践育人共同体研究

14.“五育并举”背景下高校培育优良学风路径研究

15.少数民族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制创新研究

16.构建高校辅导员发展体系研究

17.新时代高校辅导员核心素养研究

18.高校辅导员大数据赋能成长与发展机制研究

19.高校辅导员提升政治引领力路径研究

20.高校辅导员与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协同育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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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增强高校辅导员与学生谈心谈话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研究

22.高校辅导员工作室建设有效路径研究

23.完善经济困难学生发展型资助体系研究

24.ChatGPT 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研究

25.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据化转型研究

26.网络群体极化对大学生的影响及应对研究

27.大学生网络社交圈层化特点与引导策略研究

28.大学生网络素养内容、载体及培育机制研究

29.大学生网络“亚文化”现象的教育引导研究

30.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改革创新研究

31.大学生“社恐”现象的心理机制与有效应对研究

32.大学生心理问题早期发现和科学干预机制研究

33.新时代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难点与对策研究

34.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建设创新研究

35.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的路径与机制研究

36.大学生心理危机的特点与干预策略研究

37.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家校协同机制研究

38.研究生“导学思政”工作守正创新研究

39.民办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和对策研究

40.高职高专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和对策研究

41.艺体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和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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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民办高校学生党建工作机制创新研究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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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模式创新路径研究

45.高校学生组织育人的路径和机制创新研究

46.高校基层党建中的大数据应用研究

47.高校学生党员教育管理服务机制创新研究

48.新时代高校国家安全教育有效策略研究

49.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应对与处置策略研究

50.高校安全风险防范化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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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登记号： 项目编号：

古籍整理研究专项

项目申报书

项 目 名 称：

申 请 者：

所在单位（盖章）：

申 请 日 期：

福建省教育厅制

2024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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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申报说明

一、项目申报人资格

1、项目申报人必须是高等院校教师，一般为高级职称人员（包括副高级），如是中

级职称，须提供两名高级职称人员的推荐信。如是集体合作项目，项目申报人应是该项

目的实际负责人，即科研工作的真正组织者和领导者，并在该项目中担任实质性的科研

任务；如是个人项目，项目申报人必须是该项目的真正承担者。

2、作为项目负责人，一般情况下一人不得同时承担两个（含）以上项目。已获得

古委会直接立项的项目，必须在该项目完成并提交正式成果之后方能申报新项目。如已

立项，不得随意更换项目负责人。

3、一人一次只能申报一个项目。

4、跨地区跨学校学者合作申请项目，由参加的学者自行协商，制定工作计划，确

定项目负责人，由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学术主管部门签署意见，提出申请。

二、项目申报范围及注意事项

1、项目申报学科范围：申报的科研项目可以是对古籍的整理，也可以是对古籍或

其编著者的研究，但研究项目必须是立足于古代文献（包括出土文献）或紧密结合古代

文献的研究，而不应是一般意义的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学等研究，后者不属于高校

古籍整理研究基金项目范围而属于人文社科其他相关基金资助项目范围。

2、“古籍”的时代下限目前划定在 1911 年辛亥革命之前，即最迟至清朝末年。民

国及以下年代的著作不属于古籍的范围。

3、古籍的原编著者限定在中国范围之内，外国人著述的整理研究原则上不在申报

范围之内。

4、所申报的项目一般要求已落实出版单位或已有出版意向。按照财政部财务管理

的相关规定，本项目经费只能用于资助科研工作，不能用于出版补贴。

5、已在他处获得立项和科研经费资助的项目不得申报，以免重复立项。

6、凡已参加古委会项目评审而未能立项的项目，不得以同样的项目名称和资料再

次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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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整理
方式

研究
出版单位

成果形式
原书
字数

成果
字数

起始时间 完成时间

项
目
负
责
人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职务 最后学位

工作单位

研究专长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E-mail 联系电话

申请者承担省级以上科研项目及完成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批准时间 完成情况

主
要
参
加
者

姓名 出生年月 职称 研究专长 工作单位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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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内
容

可根据内容调整表格大小

目
的
意
义

可根据内容调整表格大小

本
课
题
国
内
外
研
究
现
状

可根据内容调整表格大小

对
完
成
本
课
题
现
有
条
件
的
分
析

一、项目负责人及主要参加者的学术简历、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

二、完成本课题的时间保证、资料设备等科研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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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研
究
成
果
的
质
量
要
求

可根据内容调整表格大小

参
加
者
分
工
情
况

可根据内容调整表格大小

主
要
整
理
研
究
阶
段

可根据内容调整表格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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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费
预
算

申 请 总 额

开
支
项
目

其他需要说明
的问题

项目负责人签
名

年 月 日

基层单位（院、
系、所、中心）
意见

负责人签名、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主管部门
意见

负责人签名、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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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4 年 8月 3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