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4 年度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推荐名单

序号 课题名称 课题类别 姓名 工作单位

1
以“向乡性”为核心特质的乡村教师育人能力生成

逻辑与提升机制研究
国家一般 黄培森 四川文理学院

2 中国百年乡村教育学术史研究 国家一般 刘秀峰 四川师范大学

3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中非+”高等教育区域合

作机制深化研究
国家一般 李化树 西华师范大学

4 马克思教劳结合论述文本对勘与时代解读研究 国家一般 李建楠 西南石油大学

5
统编教科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建构与

实践调查研究
国家一般 高思超 西华师范大学

6
新质生产力视阈下地方高校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

运行机制研究
国家一般 许诗康 四川文理学院

7
低龄儿童识字困难的工作记忆训练干预和神经指

标研究
国家一般 叶超雄 四川师范大学

8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农村学校空心化问题治理研究 国家一般 姚永强 西华师范大学

9
中小学青年教师非教学负担多元协同治理体系构

建研究
国家一般 王芳芳 四川师范大学

10 美好生活视域下劳动教育的伦理问题研究 国家一般 任重远 西南石油大学

11
教育数字化背景下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及应对

研究
国家一般 张帆 成都理工大学

12 高校主导科技资源科普化的协同机制与路径研究 国家一般 伍晓春 四川师范大学

13
旅居海外中国人子女教育中的意识形态渗透风险

及其防控策略研究
国家一般 乔士艳 四川师范大学

14 中小学可持续育人质量的过程性评价研究 国家一般 张伟 四川师范大学

15 新质生产力驱动的数字化产教融合模式研究 国家一般 李久军 四川师范大学

16
大国工匠下数字化赋能乡村工匠培育的创新模式

与生成路径
国家一般 乔兴媚 四川开放大学

17
数字化转型赋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核心机制与

推进策略
国家一般 陈仕品 西华师范大学

18
基于“综合与实践”活动的学生数学创造性思维培

养研究
国家一般 唐海军 四川文理学院

19
体验教育视角下红色档案在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课程中的运用研究
国家一般 邝良锋 四川农业大学

20
我国综合高中教师队伍建设的现实困境及优化路

径研究
国家一般 王芳 四川师范大学



21 高等教育数字教材开发与应用的国际比较研究 国家一般 何霖俐 西南科技大学

22
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下教材语言的特点、功能与应

用研究
国家一般 胡成霞 四川文理学院

23
基于精准画像的西南地区乡村儿童个性化学习研

究
国家一般 唐前军 乐山师范学院

24 义务教育阶段体育教师的课标执行力研究 国家一般 杨一 成都理工大学

25
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对青少年亚健康的干预与评

价研究
国家一般 杨立 成都体育学院

26
素养导向的高质量外语教师教育课程体系构建研

究
国家一般 龚亚夫 四川师范大学

27
大健康背景下青少年积极发展的心理支持体系研

究
国家一般 何奎莲 宜宾学院

28 幼儿园第三空间生产及其课程路径研究 国家一般 曾军 四川师范大学

29
党、团、队育人链条衔接贯通的机制与优化路径研

究
国家一般 朱静 四川师范大学

30 中华文化育人的在地化教育实践研究 国家一般 李娜 四川师范大学

31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西部高校文化育人路径研究 国家一般 梁建华 绵阳师范学院

32
生育支持视野下我国托幼一体化推进的政策供给

研究
国家一般 张利洪 西华师范大学

33 中国老年教育 40 年流变与新形态重塑 国家一般 邵晓枫 四川师范大学

34 数智文明时代地方高校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研究 国家一般 黄英杰 四川轻化工大学

35
人工智能赋能师范院校教师混合式教学能力精准

提升的路径与实践研究
国家一般 胥碧 西华师范大学

36
师范生体育健康素养体系建构与公共体育课程养

成研究
国家一般 杨成伟 四川师范大学

37
“双减”政策执行效果测度、问题溯源及应对策略

研究
西部项目 夏茂林 西华师范大学

38
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西部地区“三

科”教材协同育人机制研究
西部项目 靳彤 四川师范大学

39
基于学习表现的小学科学“课标—教材—教学”一

致性研究
西部项目 王亚军 四川师范大学

40
教育法典编纂中教育权利的规范构造及其立法表

达研究
西部项目 曾巍 四川师范大学

41
西部公费师范生教育家精神培育的内容体系与实

施路径研究
西部项目 任立刚 成都师范学院

42
融合多模态数据的在线学习投入量化分析方法研

究
西部项目 李振华 西华师范大学

43
大小凉山彝族地区教育帮扶共同体建设的创生性

交融机制研究
西部项目 顾尔伙 四川师范大学



44 百年语文教育中的语言教学理论研究 西部项目 李华平 四川师范大学

45
“人工智能”时代下青少年 AI 使用与沉迷干预研

究
西部项目 毕翠华 四川师范大学

46
风险社会视域下的应用型高校联盟运行风险识别

及防控研究
西部项目 叶怀凡 西华师范大学

47
积极发展资源框架下青少年反欺凌素养培育策略

研究
教育部重点 陈谢平 乐山师范学院

48
教育生态重构视域下学校、社会、数字三维教育空

间融合研究
国家青年 高祥 成都师范学院

49
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大学生农村创业的难点与解

决路径研究
教育部青年 康宇扬 西华大学

50
聚焦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幼小衔接项目式学习研

究
教育部青年 张静秋 成都师范学院

51
普通高校专升本大学生学术思维能力评价指标体

系构建及培育机制研究
教育部青年 田勇 四川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52
促进概念变构的中小学教师跨学科教学共同体建

构研究
教育部重点 程龙 四川师范大学

53
教育强国背景下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评价体系构建

研究
教育部重点 尹成鑫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4
基于观念史的近代中国师道传承与师德制度构建

研究
国家青年 牛君霞 四川师范大学

55
城乡融合发展视域下西部乡村地区教育“在地化”

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国家青年 童立勤 四川师范大学

56 数字化时代亲子自然教育创新模式研究 教育部青年 张力力 四川师范大学

57
解释水平视角下大学生个人就业目标追求的优化

路径研究
国家青年 张文婷 西南石油大学

58
当代大学生成长发展需求评价模型及动态监测研

究
国家青年 祝琴 西南石油大学

59
人工智能赋能乡村教育生态韧性治理的机制与路

径研究
教育部重点 向磊 西华师范大学

60 新生代乡村教师文化调适能力提升研究 国家青年 郝广龙 成都师范学院

6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小学音乐课程中的传承研

究
教育部青年 余雁君

西昌民族幼儿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

62
企业师傅参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动力机制与博

弈行为研究
教育部重点 周群英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63
沉浸式虚拟现实中虚拟同伴对学习者情感与认知

因素的影响研究
教育部重点 刘睿 西华师范大学

64
城乡融合背景下县域社区学习中心空间分异建构

与保障机制研究
教育部重点 江颖 四川开放大学

65
教育舆情的教育性及其在教育舆情处置中的应用

研究
教育部重点 廖德凯

西昌民族幼儿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

66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生人机协同能力的结构框架与

培养策略研究
教育部重点 庄科君 西华师范大学



67 大中小学合作“战略合作伙伴学校联盟”模式研究 国家青年 李雪 内江师范学院

68
乡村振兴背景下西南民族地区特色 社会教育资源

协同开发机制研究
国家青年 马芬 四川师范大学

69 数智赋能开放大学在线教学质量提升机制研究 教育部重点 刘选 四川开放大学

70
高校图书馆主导的跨学科古典文献阅读素养教学

研究
教育部青年 马科 四川师范大学

71
新型工业化背景下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推进路径

研究
教育部重点 温碧美 成都理工大学

72
高校美育教育多元性评价策略与实践研究——以

情商类课程为例
国家青年 朱珈仪 西南石油大学

73
中小学教师数字情绪劳动的内生机理与引导策略

研究
国家青年 邹维 四川师范大学

74
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育人能力的生成机理与培育机

制建设研究
教育部重点 陈擘威 绵阳师范学院

75
“职教出海”视阈下英语教育国际化及产教协同机

制研究
教育部重点 杨静 成都师范学院

76
武术教育在铸牢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

实践与策略研究
国家青年 谭靓 成都中医药大学

77
基于多模态机器学习算法的大学专业选择对未来

收入预测模型研究
教育部重点 周柏旭 四川文理学院

78 教育家精神视野下的楷模教师生命历程研究 国家青年 陈思睿 四川师范大学

79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职业教育数字化促进“一带一

路”经济职业教育力研究
教育部青年 王秋蕴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

80 空间转向视域下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创新研究 国家青年 朱琳 四川师范大学

81
新课标背景下基于“学科+”形态的 初中英语校本

课程建设研究
教育部青年 邓超 成都师范学院

82 学校美育评价体系建设研究 教育部青年 叶晓晨 内江师范学院

83
基于利益相关者分析的数字教育法权利体系构建

研究
教育部青年 余丽丝 四川开放大学

84 高校思政课教师教育能力评价研究 教育部青年 杨建华 成都医学院

85 大概念统整的高校课程思政研究 教育部重点 王强 四川师范大学

86
高阶思维培养视角下大学生就业 AI 替代风险的应

对策略研究
国家青年 钟磊

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

校

87
产教融合视域下“教、赛、研、产”融合的计算机

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教育部重点 柴晟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88
高校学前音乐教育在树立学生民族文化认同感中

的作用研究
国家青年 聂墁 绵阳师范学院

89 建筑工业化背景下产教融合共同体推进路径研究 教育部青年 杨欢 四川工商学院



90
西南地区民族传统体育课程思政的时代铸魂价值

及育人实践路径研究
教育部重点 樊永强 四川文理学院

91
构建幼儿园 0-3 岁婴幼儿早期教育课程的实践研

究
国家一般 单雪婷

四川省直属机关实验婴

儿园

92 指向科学创造力培养的中小学科技教育实践研究 西部项目 万玉霞
四川天府新区教育科学

研究院

93
“岗课赛证”融通背景下中职综合实践项目开发与

应用研究
教育部重点 韦生键 成都汽车职业技术学校

94 核心素养视域下中小学教师教材使用模型研究 国家青年 王丹艺 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95 融合“三线”人文精神的中小学科学教育实践研究 西部项目 马红艳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96 大中小学生科学素养贯通培养的实践研究 西部项目 康永邦
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实验

小学

97 新时代综合性高中办学模式实践与策略研究 教育部重点 何吉永
四川天府新区综合高级

中学

98
高职院校基于传统制造业专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

路径研究
教育部重点 朱奎林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99
职业教育专业群与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岗位

链深度融合的人才培养研究
应用研究 彭远斌 泸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100
大中融通视域下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评价标准

体系构建的实证研究
国家一般 刘旭东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一中

101 中小学工程教育贯通式培养的实践研究 国家一般 张礼洪 成都市铁路中学校

102 基于典型事件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新范式研究 教育部重点 叶剑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教育科学研究院

103 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一体化建设研究 教育部青年 张兆迪 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104 中小学教学评一体化的国家课程有效实施研究 教育部重点 杨庆文
成都市武侯区教育科学

发展研究院

105 破解乡村教师“躺平”的生态系统构建研究 西部项目 卢同庆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106 新时代区域高质量教研体系构建与实践研究 国家一般 陈瑾
成都市锦江区教育科学

研究院

107
分类发展背景下高质量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体系

研究
国家一般 阎峻 四川省教育评估院

108 初中化学学业质量标准的应用研究 教育部重点 翁国军
成都高新区七中天和学

校（原成都高新和平学

109
基于红色文化育人的“红芯”创新人才高中阶段培

养模式研究
教育部重点 刘立锋

四川省成都市树德协

进中学

110
西部地区职业院校“工匠双师型”教师共享实现机

制研究
西部项目 代静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111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构建的内生动力研

究
国家一般 杨忠东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112 指向实践的科学教育跨省域协同创新研究 国家一般 宋怀彬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113
知识转化视角下中小学有组织科研的机理与路径

研究
教育部青年 李沿知 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114 创新素养导向的幼儿园项目活动开发实践研究 教育部重点 高翔
成都市金牛区机关第三

幼儿园

115 聚集高阶思维的普通高中课堂教学实践研究 国家一般 李鹏 四川省双流棠湖中学

116 民族地区县域基础教育高质量教研体系建设研究 国家一般 牛华国 古蔺县教师进修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