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大学 2019 年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指南 

I、重点项目（5 项） 

围绕推动和服务一流本科教育建设，培养一流拔尖创新

人才，开展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重大理论与实践研究，通过综

合改革研究力求在理论、体制、机制、模式上取得创新突破，

致力于形成高水平的教学成果，推动构筑高水平人才培养体

系，切实提升人才培养能力。 

（一）选题指南 

1.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战略、一流本科教育建设、一流

本科人才培养改革等领域开展重大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 

2.针对当前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中面临的重大课题、热点

难点问题，深入开展创新研究与实践。 

3.依托国家“本科教学工程”项目，紧紧围绕“六卓越一拔

尖”、专业综合改革、协同育人、交叉复合培养、国际化专业

建设、通识教育、创新创业教育、教学质量体系建设、深化

招生改革等，聚集优势力量，开展综合改革创新研究与实践。 

4. 结合当前高等教育在供求关系、外部需求、国际竞争

环境、教育对象和资源条件等五个方面的变化，开展高等教

育教学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研究与实践，探索符合建设世

界一流大学需要的现代化教学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 

（二）申报条件 

1.项目主持人须为我校在职专兼职教师，年龄 55 岁以下

（截至申报截止日期），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其中 40 岁以

下的项目主持人需具有博士学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2.项目组成员原则上不超过 10 人。 



（三）经费支持 

每个项目每年资助经费 20 万元，连续资助 3 年。 

II、一般项目 

围绕本科教育教学核心工作，开展课程建设、教学方式

方法改革、教学团队建设、教师教学能力建设、教学服务与

管理改革等项目建设，以精品建设，示范带动全校本科教育

教学各项工作高质量建设与发展。 

II-1、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30 项） 

（一）选题指南 

依托学科综合优势与特色，开发建设从教学内容到教学

方法、从教材建设到能力培养均具有高水平的精品在线开放

课程，致力于培育一批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和“双一万”一

流精品课程，辐射带动全校课程建设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

为专业现代化建设提供支撑，切实提高教学水平和质量。具

体包括：公共基础课程、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学科基础课程、

专业教育课程、创新创业教育等特色品牌课程。 

1.公共基础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专业教育课程：重在将

最前沿的学科知识、专业培养理念、科学研究精神以及最新

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系统化的教学资源，启迪学生的研究意识、

学术兴趣和创新能力。 

2.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依托学科优势和特色，引导学生

广泛涉猎不同学科领域，拓宽知识面，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价值观，掌握科学的方法论，提高综合素养，实现全面发展。 

3.创新创业教育课程：通过创新创业基础教学、案例教

学、实践训练、孵化服务，重点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



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等基本素养。 

4.特色品牌课程：发挥文史见长的优势，积极开发党史

国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德育教育课程；增设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内容的学科专业核心课程；课程思政类课程。 

（二）申报条件 

项目负责人应为我校在职专兼职教师，承担一线本科课

程教学任务。 

（三）经费支持 

每个项目每年资助经费 2 万元，连续资助 2 年。 

II-2、课堂教学改革（60 项） 

（一）选题指南 

依托在线开放课程优势，贯彻落实“以学生为中心”“以学

为中心”“以发展需求为中心”的理念，因材施教，实施翻转课

堂、混合式等研究型教学方法，将启发式、探究式教学理念

引入课堂教学，完善课堂教学标准体系，加强教学过程考核，

改革考试方法，打造智慧课堂，实现线上与线下教学相结合，

教师引导与学生自主学习相结合，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和研究

学习的能力，强化创新思维培养，推进以价值塑造、能力培

养和知识传授为核心的“三位一体”课堂教学模式改革，加快

课堂教学革命。 

（二）申报条件 

1.项目负责人应为我校在职专兼职教师，承担一线本科

课程教学任务。项目团队成员不得少于 3 人。 

2.项目设计既可依托我校自建在线开放课程，也可使用

校外引进的在线开放课程。 



3.每个项目每学期在全校范围内开设不少于 3 个教学班。 

（三）经费支持 

每个项目每年资助经费 2 万元，连续资助 2 年。 

II-3、实践教学研究（20 项） 

（一）选题指南 

侧重于改革和完善现有实践教学内容和方式，拓展实践

教学内容和模式，提高实践教学质量，培养和提升学生实践

能力。主要包括：以学生为中心的实验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

探究性实验项目建设的研究与实践；基于虚拟仿真技术的实

验教学改革与实践；实验教学中心建设研究与实践；加快工

程教育创新背景下的实践实习实训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毕

业设计（论文）模式改革研究等。 

（二）申报条件 

1.项目负责人应为我校在职专兼职教师，从事一线本科

教学工作。 

2.团队成员原则上不低于 3 人。 

（三）经费支持 

每个项目每年资助经费 2 万元，连续资助 2 年。 

II-4、优秀教学团队建设（5 项） 

（一）选题指南 

开展首席教授负责制下的教学团队建设研究与实践。重

点推动公共基础课程、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探索和

实践首席教授负责制，建立由首席教授领衔、责任教授组织、

教授团队授课的高水平学科（交叉）团队，实现名师、名家

进本科生课堂，完善课程构成、教学要求、评价与考核，促



进优秀科研成果转化为优质教学资源，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二）申报条件 

1.项目主持人须为我校在职专兼职教师，具有高级专业

技术职称，长期主讲本科生课程，教学效果好，且获得过校

级及以上教学荣誉称号。 

2.教学团队成员原则上不低于 5 人。 

（三）经费支持 

每个项目每年资助经费 3 万元，连续资助 2 年。 

II-5、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研究（20 项） 

（一）选题指南 

根据《山东大学教师本科教学工作管理办法》（山大教字

〔2017〕31 号）要求开展研究与实践，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重在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提高教书

育人能力和水平。主要包括：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研究与实

践；教师教学能力提升与途径研究；课程思政教学能力提升

研究；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的研究与实践；“双师型”教师队

伍建设研究与实践；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培养与培训模式研究

与实践等。 

（二）申报条件 

项目主持人须为我校在职专兼职教师，具有副高级及以

上专业技术职称。 

（三）经费支持 

每个项目每年资助经费 2 万元，连续资助 2 年。 

II-6、青年教师教学研究（40 项） 

（一）选题指南 



鼓励青年教师积极参与一线教学改革研究。选题主要面

向教学第一线和教学管理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注重

教学实践研究，积极探索有山大特色的教学及管理的发展规

律。基础理论研究要反映高等教育发展的前沿和动态，要有

较强的思想性、学术性和原创性；综合研究要体现跨学科系

统解决教学中整体问题的方向；应用对策研究要反映教学发

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 

（二）申报条件 

年龄在 38 岁及以下（截至申报截止日期），从事一线本

科教学工作的我校专兼职教师。 

（三）经费支持 

每个项目每年资助经费 2 万元，连续资助 2 年。 

II-7、招生拓展工作研究（30 项） 

（一）选题指南 

鼓励参与学校教育拓展工作的教职员工开展研究性工

作，改革和完善教育拓展形式和内容，探索新高考改革背景

下做好招生拓展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提高学校人才选拔质量。

主要包括：教育拓展理论与实践研究；新高考改革与高校招

生研究；特殊类型招生研究等。 

（二）申报条件 

1.项目负责人应为我校各教育拓展组的组长或骨干成

员，长期参与学校教育拓展工作。 

2.团队成员原则上不少于 3人。 

（三）经费支持 

每个项目每年资助经费 2 万元，连续资助 2年。 



II-8、教务管理与教学服务建设研究（40 项） 

（一）选题指南 

落实“两不出”服务要求，鼓励和推动一线教务管理与

教学服务人员加强工作研究，及时更新管理与服务理念，不

断创新工作方法，提高专业技能和信息化工作水平，建设与

一流大学建设相适应的教务管理与服务能力。主要包括：新

时期一流教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研究与实践；教学运行管

理模式的研究与实践；教学制度化建设的研究与实践；教学

管理与服务信息化建设的研究与实践；“招生—培养—就业”

联动培养与反馈评价机制研究；教学管理队伍整体素质建设

的研究与实践。 

（二）申报条件 

1.项目主持人须为我校在职一线教务管理与服务人员。 

2.团队成员一般不低于 3 人。 

（三）经费支持 

每个项目每年资助经费 1 万元，连续资助 2 年。 

II-9、辅导员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研究（40 项） 

（一）选题指南 

围绕深入贯彻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落实

《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教育部令第 43 号）

和《中共山东大学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的

意见》《中共山东大学委员会关于加强和改进全员全过程全

方位育人工作的意见》等文件要求，切实增强辅导员素质能

力，促进“三全育人”格局向纵深发展，提升学生思想政治

工作质量进行立项，主要选题包括： 



1.紧扣新时代大学生成长规律特点，德智体美劳五育并

举研究； 

2.基于学科特点的学生拓展培养体系构建与实践研究； 

3.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一流本科教育全过程研究； 

4.辅导员与任课教师协同育人研究； 

5.辅导员承担思想政治工作相关课程教学胜任力研究； 

6.辅导员提升理论宣讲能力研究； 

7.《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与育人质量提升研究； 

8.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养与提升研究； 

9. 新高考和新校招背景下的职业生涯规划课程改革研

究； 

10.辅导员引导大学生增长知识见识，抓好学风建设的路

径研究； 

11.大学生体育工作创新研究； 

12.大学生美育工作创新研究； 

13.在大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研究。 

（二）申报条件 

1.项目负责人应为我校在岗在编专职辅导员和学生工作

部门人员，从事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2.团队成员原则上不低于 3 人。 

（三）经费支持 

每个项目每年资助经费 1 万元，连续资助 2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