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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一、重大战略专项（黄河重大国家战略、绿色低碳高质量发

展）

1.黄河文化主题山东文创作品创作与巡展

2.黄河生态廊道艺术景观设计

3.数字电商赋能黄河滩区农产品上行路径构建与实践

4.黄河滩区迁建社区治理体系完善研究

5.黄河流域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机制研究

6.黄河文化赋能高校思政教育的内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

7.黄河流域文化遗产数字化赋能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研究

8.高等医学院校“医教研产”协同赋能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研究

9.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体系与平台建设研究

10.绿色低碳政策体系与标准规范研究

11.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的制度创新与政策协同

机制研究

12.绿色低碳理念与地方文化认同的互构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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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绿色低碳转型中的社会公平与包容性发展研究

14.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赋能高校思政教育的内在机理及实现

路径研究

15.黄河流域绿色低碳发展的文化符号建构与传播策略研究

16.绿色低碳发展先行区建设的绩效评估与动态调整机制研

究

二、依法治教专项

1.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推动教育法治工作实践研究

2.学生宪法教育的制度化、常态化研究

3.中小学法治副校长工作机制研究

4.建立健全教育综合执法体制、一体化执法体制研究

5.以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推进大中小学法治教育一体化研

究

6.高校法律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研究

7.高校章程实施机制研究

8.教育纠纷多元化解、源头化解的法治化路径研究

9.构建社会参与教育治理协同有序格局研究

10.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

责任人职责研究

三、教育综合改革专项

1.教育强国背景下的教育评价改革实施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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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教育评价改革为牵引，推进学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

代化研究

3.高校分类评价研究

4.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背景下的高校教师评价研究

5.新时代高校学生评价体系研究

6.现代信息技术赋能教育评价改革路径研究

7.教育、科技和人才协同推进机制研究

8.人工智能赋能高等教育教学路径与实践研究

9.师生数字素养培养机制与路径研究

10.“十五五”期间高校资源供给和布局规划研究

11.高等教育共同体运行机制模式研究

12.教育强国背景下高校科技人才评价体系研究

13.新时代产教融合、职普融通、科教融汇体制机制创新研

究

14.教育强国背景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15.大科学时代大中小科学教育体系改革研究

16.教育强国背景下高校课程考核评价体系与学生综合素质

测评体系改革路径研究

17.新时代高校教师聘任与发展制度改革研究

18.教育强国战略下高校“十五五”规划编制的价值导向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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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生教育专项

1.研究生导师多元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2.研究生学科专业和就业相关性研究

3.学科专业与产业经济结构的适配度研究

4.人工智能时代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调整面临的机遇和挑

战研究

5.人工智能时代研究生毕业论文撰写规范研究

6.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研究

7.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机制创新研究

8.快速响应行业需求的学科专业设置和调整机制研究

9.省域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结构现状与优化策略研究

10.省域“十五五”重点学科建设规划研究

五、继续教育专项

1.高等继续教育在践行“黄河国家战略”、“乡村振兴战略”

等方面的创新实践研究

2.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统筹协调发展机制研究

3.高等继续教育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方面的探索与创新

实践研究

4.高等继续教育在构建全民终身学习体系，赋能学习型社会

建设和教育强国建设方面的作用机制研究

5.社区（老年）教育运行保障机制及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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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等继续教育高质量发展及改革创新实践研究

7.高等继续教育落实立德树人与三全育人机制推动形成育

人新成效等方面研究

8.国家资历框架研究，学习成果认证/学分银行转换新机制、

新探索以及与之相应的政策分析及评价研究

9.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高等继续教育督导评估机制建设研究

10.国外继续教育改革发展研究

六、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专项

1.山东省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提升路径探析

2.山东省校园足球发展困境及对策研究

3.体教融合背景下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发展现状与创新路径

研究

4.健康学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探索

5.延缓儿童青少年近视低龄、高度发展的有效路径

6.山东传统艺术形式在学校美育中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7.艺术作品创作助力乡村学校美育的探索与实践

8.大思政视域下学校国防教育实践创新研究

七、国际交流合作专项

1.新形势下教育对外开放的挑战与策略研究

2.高校国际学生教育提质增效与转型发展研究

3.中外合作办学提质增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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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外合作办学与重点领域人才培养（涉外法治人才、小语

种+专业人才、国际组织人才等）研究

5.中外合作办学与学科建设发展研究

6.国际中文教育发展研究

7.国际传播效能研究

八、高校思政（辅导员）专项

1.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研究

2.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路径研究

3.“时代新人”视域下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研

究

4.红色文化资源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研究

5.新时代高校辅导员核心素养研究

6.大学生网络社交圈层化特点与引导策略研究

7.大学生网络“亚文化”现象的教育引导研究

8.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改革创新研究

9.高校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体系建设创新研究

10.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的路径与机制研究

11.高校学生利益诉求表达方式及引导策略研究

12.高校学生思想动态感知体系研究

13.AI 辅导员的意识形态风险及防范化解策略研究

14.新时代高校学生党员作用发挥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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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语言文字专项

1.规范书写汉字推广研究

2.乡村学校“书香校园”建设创新发展研究

3.大中小幼学生阅读素养培育和标准体系建设研究

4.语言文化传播研究

5.基于数字中文背景下语言文字事业管理体系建设和创新

发展路径研究

十、古籍整理专项

1.古籍文献的区域性资源普查与数字化建档标准体系研究

2.古籍整理中的多学科协同方法论与实践路径研究

3.古籍文本中生态智慧与绿色发展理念的挖掘及当代转化

研究

4.古籍活化利用中的文化 IP 开发与产业融合模式研究

5.古籍数字化中的知识产权保护与共享机制研究

6.古籍普及传播的分层策略与公众参与机制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