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四川省2021-2023年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和教学改革项目申报指南

一、项目分类

1.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研究

1.1 聚焦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开展四川高等教育

发展战略研究

1.2 围绕“对标竞进、争创一流”，全面提升四川高等

教育竞争力研究

1.3 高等教育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及可持

续发展机制研究

1.4 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1.5 四川高校专业布局结构调整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匹

配度研究

1.6 适应四川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高校办学

思想、办学体制、办学模式、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1.7 深化教育教学综合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1.8 高校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研究

1.9 四川高校分类指导和评价研究

1.10 地方新建本科高校应用转型的实践模式研究



1.11 其他同类研究

2.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建设研究

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模式的

研究与实践

2.2 以党史教育为重点的“四史”学习教育融入课堂教

育教学的研究与实践

2.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课堂教育教学的研究与

实践

2.4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高校体育教育、美育教育、劳动

教育的研究与实践

2.5 构建深度融合的三全育人新机制的研究与实践

2.6 高校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建设研究

2.7 高校课程思政整体推进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2.8 分类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2.9 推进教师思政能力建设机制研究

2.10 课程思政建设质量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的探索与

研究

2.11 其他同类研究

3.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研究

3.1 组织创新带动人才培养的全方位深层次变革的研究

与实践（学习共同体、基层教学组织、未来技术学院、现代

产业学院、特色化示范性学院等）



3.2 高校关于复合型、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

养体系研究

3.3 各类拔尖创新型、卓越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研

究

3.4 服务国家战略的紧缺人才选拔和培养模式探索研究

3.5 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与创新研究

3.6 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服务“中国制造 2025”、“一

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

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的探索与实践

3.7 国际视野及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3.8 不同类型院校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3.9 不同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3.10 跨学科人才培养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3.11 基础学科专业教学改革研究

3.12 交叉学科专业课程建设研究

3.13 政产学研用合作培养创新人才的研究与实践

3.14 科教融合培养创新人才的研究与实践

3.15 高校实践教学体系、模式、内容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3.16 以学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3.17 基于大学生个性化发展的本科教学模式研究

3.18 其他同类研究



4.教学“新基建”研究

4.1 高校专业设置、调整、优化、综合改革的研究与实

践

4.2 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对接的监测预警机制研究

4.3 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的专业体系构建的研究与

实践

4.4 优势特色学科专业建设研究

4.5 国内外大学本科专业建设特色比较研究

4.6 跨学院、跨学科本科专业建设研究

4.7 高校专业群建设研究

4.8 紧缺专业和新办专业建设研究

4.9 高校课程体系优化与教学内容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4.10 国家级、省级一流课程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4.11 高校通识教育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4.12 慕课、微课建设与应用研究

4.13 基于项目的课程教学设计改革探索与实践

4.14 挑战性学习课程教学设计改革探索与实践

4.15 高校课程教材的准入、建设、评价与淘汰机制研究

4.16 高质量教材建设与教学内容更新研究

4.17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强化、教材建设与“马工程”

教材的使用研究

4.18 高校优质教学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建设研究



4.19 区域教学联合体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4.20 区域高校课程互选、学分互认、教师互聘研究与实

践

4.21 信息技术创新与课堂革命研究

4.22 智慧教室建设和应用的研究与实施

4.23 虚拟教研室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4.24 图书情报档案工作的管理以及现代化建设

4.25 实验室、实训实习基地建设与实验、实践教学体系

创新与实践

4.26 其他同类研究

5.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研究

5.1“互联网+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5.2 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体制机制研究

5.3 高校创新创业试点学院(系)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5.4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课堂、教材体系建设研究

5.5 卓越学术引领创新教育实践的研究与实践

5.6 高校教师深度参与创新创业教育的实现机制研究

5.7 大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毕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

等各实践教学环节的建设与管理研究

5.8 大学生竞赛活动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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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研究

6.2 全面提高教师教书育人能力的研究与实践；

6.3 高校教师发展中心相关的研究与实践

6.4 发挥教学名师引领作用的研究与实践

6.5 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办法的探索与实践

6.6 教师教学考核评价与激励机制的研究与实践

6.7 教师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的研究与实践

6.8 其他同类研究

7.教学管理与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研究

7.1 教学运行机制、管理模式、管理方法、管理手段的

改革与实践；

7.2 高校教学质量管理体制、质量监控体系和保障体系

研究

7.3 专业人才培养评价标准体系构建的研究与实践

7.4 教学状态和教学质量监测常态化、信息化的研究与

实践

7.5 高校专业类的教学质量标准研究

7.6 高校专业认证、课程评估研究

7.7 高校多校区或跨市域校区教学管理的研究与实践

7.8 招生—培养—就业联动反馈机制研究

7.9 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教学质量保障机制建构与实践

7.10 其他同类研究



8.其他研究

二、立项程序

（一）项目设置。本轮教改项目设一般项目、重点项目

和重大项目三类。

（二）项目申报。各单位根据分配申报名额，动员组织

申报，经专家评审、单位审查后，择优向教育厅推荐一般项

目和重点项目。重点项目申报名额包含在分配各单位名额

内，重点项目申报数不超过分配总名额的 30%。申报书及相

关附件资料上传指定申报平台。

（三）项目立项。各单位申报的一般项目和重点项目，

教育厅将组织专家进行形式审查，对符合要求的予以立项研

究。同时，教育厅根据重点项目立项情况，遴选确定一批省

级重大项目。

三、项目管理

（一）实行项目负责人制度。

（二）所有项目于 2024 年 1 月 15 日前完成结题验收工

验�r �¼0报家责育厅将组项验收本符定的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