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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教育厅文件 
 

吉教思政〔2017〕3 号 

 

 

关于组织申报 2018 年度吉林省教育厅 
“十三五”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专项）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和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进

一步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工作，设立吉林省教育厅“十三

五”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专项，由省教育厅高校

思政处配合厅科研产业处负责组织实施。现将 2018 年度项目申

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类别及资助额度 

  本次项目分为：一类课题，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课题，研究

年限为 1-2 年。二类课题，包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项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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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辅导员（班主任）专项课题、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专项课题，

研究年限均为 1年。 

根据课题申报情况，从一类课题和二类课题中遴选少量课题

项目予以重点支持，每项课题资助经费为 3万元，其他一般课题

项目资助经费为 1万元。 

  二、申报资格 

  1.申报对象是：从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建工作干部、思

想政治理论课专职教师、专职辅导员（班主任）、专职心理健康

教育教师，以及其他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人

员。 

  2.申报者必须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具有独立开展和组

织科研攻关的能力和精力，有比较充分的前期准备和一定数量、

质量的相关科研成果，有相应合理的学术梯队，并能作为课题的

实际支持者担负实质性研究工作。 

  3．重点鼓励和支持高校 45 岁以下具有博士学位的中青年思

想政治教育一线工作者参加项目申报。 

  4.承担省级以上（含省级）课题或承担省教育厅计划内科研

课题的主持人，课题没有结项或完成任务不合格者，不得申报该

项目。 

  5.已获得国家社科规划、教育部社科规划、省社科规划资助

的课题或其中的子课题者，以及申报 2018 年度省教育厅人文社

会科学其他类别研究项目者，不得以同名重复申报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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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作为申请者原则上每人只能申报 1个研究项目，作为参加

者原则上不得超过 2个项目。 

  7.在校学生可以作为研究人员参加课题组，但不得作为主持

人申报。 

  8.课题组成员要结构合理，一般不得少于 3人，并由申报人

担任组长。 

  三、项目课题要求和选题范围 

根据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需要，省教育厅拟定了 2018 年度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科研专项申报指南（见附件）。申报选题在指南中

选择的，实行原题申报。同时，也可根据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需

要，依托课题指南确定的研究方向自拟题目进行申报。自拟课题

要立足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实际，力求实效性、创新性和针对性。

经审核确定属于思想政治工作之外的课题申报不予受理。 

四、申报工作的有关要求 

  1.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科研专项，要纳入学校科研项目进行管

理，由学校党委宣传部负责课题项目初步审核，主要确认申报者

资格和所选研究课题是否符合申报要求。学校科研管理部门负责

项目申报工作，主要审核申报材料填写是否规范、选题和论证的

科学性及可行性、课题组的研究实力和必备条件等，签署明确报

送意见。缺少相关部门审核意见者不予受理。 

  2.申报材料由各高校科研管理部门统一报送，不受理个人申

报。各类课题不限申报数量，无申报费。项目申报结束后，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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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意变更申报项目类别及结项形式。 

3.请项目申请人于 2017 年 4 月 21 日前，登陆网上填报系统

填报相关信息，由高校科研管理部门审核通过后生成《吉林省教

育厅“十三五”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申报书》、《吉林省教育厅

“十三五”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评审盲审表》，连同《2018 年

度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汇总表（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并请网上下

载填写纸质版一式一份于 2017 年 4 月 24-26 日报省教育厅思政

处。其中，申报书、盲审表、汇总表、申报流程使用手册请按照

《关于申报 2018 年度吉林省教育厅“十三五”科学研究规划项

目的通知》（吉教科〔2017〕9 号）格式及要求执行。 

    附件：2018 年度吉林省教育厅“十三五”科学研究规划项 

目（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专项）课题指南 

      

                  吉林省教育厅 

                  2017 年 3 月 29 日 

(联系人：厅科研产业处尹航，电话 0431-88905368；厅思

政处吕万和，电话 0431-88904033，乔东升，电话

0431-88904050。) 

 

吉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7 年 3 月 29 日印发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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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吉林省教育厅“十三五”科学研究 
规划项目（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专项）课题指南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课题（一类课题） 

1.习近平总书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内涵研究 

2.牢牢把握高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原则立场研究 

3.加强和改进党对高校领导政治要求研究 

4.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结合融入研究 

5.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的途径和载体研究 

6.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教育研究 

7.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入大

学生 

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8.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的保障机制和实现路径研究 

9.思想政治工作如何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研究 

10.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平台建设与体制机制研究 

11.我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及对策研究 

12.推进我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改革创新思路举措机制研究 

13.深入实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研究 

14.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内容及载体研究 

15.高校文明校园创建的内容及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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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品牌培育机制研究 

17.关于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拓展内容研究 

18.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规律研究 

19.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协同机制研究 

20.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研究 

21.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有效途径与长效机制研究 

22.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研究 

23.高校教师理想信念教育和价值观引领研究 

24.加强和改进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机制和路径研究 

25.新形势下高校知识分子工作有效途径与方法研究 

26.加强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 

27.网络文化育人功能的机理及其实现研究 

28.网络文化成果评价认证机制研究 

29.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研究 

30.落实高校党委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研究 

31.发挥高校院系党组织思想政治工作作用机制与方式创新

研究 

32.发挥民办高校党组织思想政治工作作用途径与方式研究 

33.防范和抵御敌对势力对高校意识形态渗透研究 

34.加强高校思想文化阵地引导管理研究 

35.挖掘学科蕴涵的德育元素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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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题（二类课题） 

1.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教材进课堂进头

脑工作研究 

2.落实“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深化

课程体系建设研究 

3.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高校重点建设地位研究 

4.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研究 

5.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研究 

6.高校党委加强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工作有效指导研究 

7.思想政治理论课理想信念教育和价值观引领主渠道作用

研究  

8.加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有效性研究 

9.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改革创新研究 

10.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实效性研究 

11.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吸引力和感染力实践问题研究 

12.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针对性、实效性研究 

13.以问题为导向开展专题式教学研究 

14.思想政治理论课启发式、互动式、体验式教学方法研究 

15.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培养培训机制研究 

16.打造思想政治理论课优秀教学团队体制机制研究 

17.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与学团组织社会活动结合研究 

18.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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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培养质量研究 

20.高校特殊教育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研究 

 

辅导员工作专题（二类课题） 

1.当前大学生思想特点及行为规律研究 

2.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的影响及应对研究 

3.高校优良校风和学风培育建设机制研究 

4.高校辅导员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研究 

5.辅导员核心素养体系及形成机制研究 

6.辅导员职业发展问题研究 

7.辅导员工作特点及规律研究 

8.发挥辅导员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研究 

9.高校实践育人内容、方法及机制研究 

10.大学生志愿服务工作体系规范化研究 

11.高校网络文化工作队伍建设研究 

12.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培育研究 

13.校园网络平台建设创新机制研究 

14.“校园贷”风险防范与教育引导机制研究 

15.新时期高校校园媒体融合发展研究 

16.高校红色网站资源建设及共享机制研究 

17.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相关法律与伦理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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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大学生主题教育网站功能建设与作用发挥研究 

19.大数据与大学生教育管理创新研究 

20.管理育人的内容和机制研究 

21.高校学生理论社团管理创新研究 

22.高校少数民族学生特点与教育管理创新研究 

23.服务育人的内容和机制研究 

24.高校教师理论学习机制与方法研究 

25.高校党员教师政治规矩意识调查分析研究 

26.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途径与方法创新研究 

27.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28.高校团组织推荐优秀团员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工作研究 

29.新时期大学生廉洁教育研究 

30.大学生法治观念和规则意识养成研究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专题（二类课题） 

1.加强和改进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机制研究 

2.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机构设置及工作机制研究 

3.新时期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内容拓展研究 

4.新时期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协同机制研究 

5.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建设研究 

6.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队伍建设研究 

7.高校辅导员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途径及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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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心理育人的机制和路径研究 

9.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方法创新研究  

10.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质量提升关键问题研究 

11.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危机应对相关问题研究 

12.新媒体背景下高校心理健康教育途径研究 

13.网络心理健康教育功能的机理及其实现研究 

14.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网站功能建设与作用发挥研究 

15.当前大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及行为规律研究  

16.大学生健康人格的培养机制研究 

17.当下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产生因素研究 

18.学校环境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 

19.新时期大学生人际关系研究 

20.大学新生适应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21.新时期大学生创业心理研究 

22.特殊群体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23.特殊教育学生群体心理健康教育有效性研究 

24.高校研究生群体心理健康教育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25.提升高校教师心理健康教育质量机制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