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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文件 

 

 

 

陕教高办〔2015〕16 号 

 
 
 

关于做好 2015 年度陕西高校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普通高等学校、成人高校： 

为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高等教

育内涵式发展的意见（2014—2020 年）》（陕办发〔2014〕2 号）、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意见》（陕政发

〔2015〕9 号），为进一步深化我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按照《陕

西省教育厅关于印发〈陕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管理办

法〉的通知》（陕教高〔2013〕42 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有关要求，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省教育厅决定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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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提高质量，内涵发展”为方向，聚焦人才培养的核心要

素、关键环节，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创新

解决教育教学中的热点、难点问题，通过深化改革，切实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 

二、申报范围和立项数量 

申报范围：各高校参照《2015 年陕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

究项目立项指南》（见附件 1），按照本校申报限额（见附件 2）

组织申报。非独立设置成人高校教改立项工作，由所属高校教务

部门统筹负责。 

立项数量：今年计划设立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290 项。其中本

科 180 项、高职高专 70 项、高等继续教育 40 项。省教育厅将组

织有关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审核，经公示后公布立项结果。 

三、申报要求 

（一）申报项目要求。（一）申报项目要求。（一）申报项目要求。（一）申报项目要求。 

1．申报项目应具备一定的教学改革基础、环境和相应条件，

在人员、财力、政策上应有相应的保证；省教育厅将按照项目分

类对立项建设的教改项目给予经费资助，学校按照不低于 1∶1

标准预算配套经费。 

2．申报项目原则上应已列入校级研究计划。项目要符合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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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社会发展需求，要从我省高等教育教学的实际出发，注重系统

研究、整体优化、综合实践，要有一定的推广性。鼓励由学校统

筹，以学科、专业大类为主线，集专业调整、课程设置、教学内

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管理等改革于一体的系统研究。

鼓励跨校联合选题申报。 

3．已列入教育部和省、部级有关方面立项课题的，不再申

报。与已批准立项的省、部级项目属同科类、同专业、同类型，

且无新思想、新发展的，不再申报。已立项研究较多，或已有较

为成熟研究成果的，如无创新发展，原则上不再立项。 

4．除公共基础课、校级精品课程外，单门专业课程的改革

或课件的开发，原则上不作为省级教改项目立项。 

5．本次教改项目立项建设周期为两年。  

（二）项目主持人要求。（二）项目主持人要求。（二）项目主持人要求。（二）项目主持人要求。 

1．项目研究工作实行主持人负责制，项目主持人必须对所

申报项目的相关问题、国内外教学改革研究动态、我国高等教育

相关政策有深入了解；曾做过相关课题的研究，并取得过一定研

究成果。原则上，项目主持人应具有副高以上职称。 

2．鼓励一线教师，尤其是中青年教师积极承担或参与省级

教改项目研究。各高校申报项目，一线教师主持的不得少总数的

70%。 

3．一个项目主持人不得同时兼多个项目的主持工作，同一

项目不得多头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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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负责人和参与人原则上不超过 5 人，多校联合申报

的项目参与人原则上不超过 10 人。 

四、项目分类 

本次教改项目分为重点项目、一般项目两大类。重点项目应

符合以下要求： 

（一）前瞻性：（一）前瞻性：（一）前瞻性：（一）前瞻性：对我国及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有明确的认

识，对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具有引领作用和理论指导意义。 

（二）实用性：（二）实用性：（二）实用性：（二）实用性：能有效解决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与人才培养中

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推广应用价值。 

（三）创新性：（三）创新性：（三）创新性：（三）创新性：理论研究有突破，实践探索有新招，对高素

质创新人才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有新的推动作用。 

本次教改项目经费资助方式分省教育厅资助、学校自筹两种。 

五、申报办法 

（一）申报单位。（一）申报单位。（一）申报单位。（一）申报单位。以学校为单位申报，多校联合申报的项目

需明确主持学校。 

（二）申报材料。（二）申报材料。（二）申报材料。（二）申报材料。 

1．学校申报公文和《2015 年度陕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项目申报汇总表》（见附件 3，excel 格式填写），各一式一份； 

2．《陕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申报书》（见附件

4）一式一份，每个项目申报材料用厚牛皮纸袋装好，并在纸袋

外贴上项目申请书封面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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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报书中涉及的论文、教材及教研、科研、获奖情况等

支撑材料暂不报送，由学校教务部门负责审核并保存，省教育厅

将根据需要调阅审核。 

（三）申报方式。（三）申报方式。（三）申报方式。（三）申报方式。请各高校于 6 月 12 日（星期五）前将申

报公文和附件 3（各一式一份）纸质版报送至省教育厅高等教育

处，并发送附件 3 电子版至 ting.lee@mail.xjtu.edu.cn，逾期不予

受理。 

高等教育处联系人： 

赵登攀（本科/继续教育）   电 话：029—88668917 

罗继军（高职高专）        电 话：029—88668916 

将附件 4 纸质版（一式一份）报送至西安交通大学教务处。 

联系人：李柯廷、李德成    电 话：029—82668306 

地  址：西安交通大学兴庆校区教学主楼 13 层 1304 室 

（四）网络报送材料要求。（四）网络报送材料要求。（四）网络报送材料要求。（四）网络报送材料要求。请各高校于 6 月 12 日（星期五）

前登陆“陕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审核网站”

（http://sxgj.xanet.edu.cn/jglx），点击“学校申报” 栏目，上传

申报书等相关材料以便于专家查阅、审核；拟不公开内容的项目，

请提供上网路径和密码。 

请各高校加强统筹，做好动员、组织与指导工作，确保课题

质量，确保申报工作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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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5 年 4 月 29 日 

   

    （全文公开） 

附件 1 

2015 年陕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指南 

（（（（2015————2017 年）年）年）年） 

 

一、总体要求 

为作好 2015 年度陕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工

作，特制定本指南。指南列出的内容供各高校参考，其研究内容

涉及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与建设的方向，不是具体的项目名称。申

请人可在本指南的指导下，根据学校和个人的实际情况，确定具

体的研究内容和课题名称。 

本次设立高职教育、继续教育特色专题，各高校根据实际，

确定选题。  

二、立项指南目录 

1．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研究．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研究．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研究．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研究 

1.1 适应陕西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等学校办学思

想、办学体制、办学模式、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1.2 陕西省高等教育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及可

持续发展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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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陕西省高等学校分类指导研究 

1.4 陕西省高校“对接牵手”研究 

1.5 高等教育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1.6 深化教育教学综合改革研究与实践 

1.7 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特色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1.8 基于校情分析的高校规划制定策略研究 

1.9 现代大学制度视阈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优化研究与实践 

1.10 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研究 

2．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研究．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研究．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研究．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研究 

2.1 不同层次、类型高校关于复合型人才、创新型人才、应

用型人才、技能型人才培养方案构建及培养模式的研究 

2.2 产学研合作培养人才研究与实践 

2.3 各类卓越人才培养机制研究与实践 

2.4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研究与实践 

2.5 跨校、跨学科（专业）培养人才的试验研究 

2.6 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2.7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2.8 以学生能力为本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2.9 基于毕业生入职条件调查（社会需求调查）的高校学生

培养规格与标准研究 

2.10 适应高考改革的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3．．．．专业、课程、教材建设研究专业、课程、教材建设研究专业、课程、教材建设研究专业、课程、教材建设研究 

3.1 专业综合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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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专业建设标准、评价体系与预警机制研究 

3.3 专业结构优化研究与实践 

3.4 构建特色专业群研究与实践 

3.5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高校专业调整预警机制研究 

3.6 高校课程体系整体优化与教学内容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3.7 高校各级各类课程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3.8 交叉学科课程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3.9 高校大型网络公开课（MOOC）平台研究与实践 

3.10 微课在本科教学中的研究与实践 

3.11 立体化教材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4．教师教学素质提升研究与实践．教师教学素质提升研究与实践．教师教学素质提升研究与实践．教师教学素质提升研究与实践 

4.1 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4.2 提升青年教师教学能力与教学水平的途径与方法研究 

4.3 提高教师实践能力体制与机制研究 

4.4 发挥教学名师引领作用的研究与实践 

4.5 教学团队建设研究与实践 

4.6 实验教学队伍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4.7 基于教学为中心的教师评价与管理机制创新的研究与实践 

4.8 高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的相关研究与实践 

4.9 教师教学考核评价与激励机制的研究与实践 

5．高校实践教学改革与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高校实践教学改革与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高校实践教学改革与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高校实践教学改革与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 

5.1 高校实践教学的保障机制建立和路径选择 

5.2 实践教学体系、内容的改革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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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实践教学模式的改革研究与实践 

5.4 实验教学中心运行机制与管理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5.5 面向本科生开放科研实验室的管理模式与运行机制研究 

5.6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和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5.7 实践教学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研究与实践 

5.8 大学生科技竞赛活动组织管理模式研究与实践 

5.9 第二课堂与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研究 

5.10 第二课堂对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研究 

6．高校优质教学资源建设和共享机制研究．高校优质教学资源建设和共享机制研究．高校优质教学资源建设和共享机制研究．高校优质教学资源建设和共享机制研究 

6.1 区域教学联合体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6.2 高校优质教学资源共建共享体制与机制的研究 

6.3 高校网络在线学习资源建设与共享机制研究 

6.4 区域高校学分互认机制研究 

6.5 高校联合共建校外实践基地的研究 

6.6 政府主导下的协同育人教学实践基地建设研究 

6.7 产学研用、校企协同人才培养机制的研究与实践 

6.8 教学资源平台建设与管理的研究与实践 

6.9 高校信息化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7．高校教学管理与教学质量．高校教学管理与教学质量．高校教学管理与教学质量．高校教学管理与教学质量 

7.1 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与探索 

7.2“本科教学工程”项目建设与示范、推广、共享机制研究 

7.3 教学质量保障与监控体系研究 

7.4 教学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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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教学管理队伍建设研究 

7.6 高校基层教学组织创新与教学管理制度改革的试验研究 

7.7 学分制改革研究与实践 

7.8 完善高校内部教师、院系、学校三级质量保障机制的研

究与实践 

7.9 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估研究 

7.10 招生—培养—就业联动反馈机制研究 

8．高职高专教育特色专题．高职高专教育特色专题．高职高专教育特色专题．高职高专教育特色专题 

8.1 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8.2 高职高专校企合作办学模式研究 

8.3 高职高专高端技能型人才培养体系研究 

8.4 高职高专以工学结合为切入点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 

8.5“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改革研究与实践 

8.6“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研究与实践 

8.7 区域性（行业性、专业性）实训基地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8.8“双证书”制度推进及职业资格鉴定工作研究与实践 

8.9 职业教育学生核心能力培养研究 

8.10 中职和高职教育有效衔接研究 

8.11 大学生职业技能大赛组织管理模式研究 

8.12 高职高专专业文化、课程文化建设研究与实践 

8.13 高职高专教学资源库建设研究与实践 

9．高等继续教育特色专题．高等继续教育特色专题．高等继续教育特色专题．高等继续教育特色专题 

9.1 高等继续教育特色专业建设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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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高等继续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与实践。 

9.3 高等继续教育学分互认、转换机制研究与实践 

9.4 高等继续教育质量监控体制机制研究与实践 

9.5 高等继续教育教师队伍培训体制机制研究。 

9.6 高等继续教育校外教学站点管理体制机制研究。  

10．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10.x 申报者可结合高校教育教学实际，自行确定其他选题。 

 

 

 

附件 2 

2015 年陕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限额表 

（本科、继续教育）（本科、继续教育）（本科、继续教育）（本科、继续教育） 

学校名称学校名称学校名称学校名称 
限额限额限额限额 

学校名称学校名称学校名称学校名称 
限额限额限额限额 

本科本科本科本科 
继续继续继续继续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本科本科本科本科 

继续继续继续继续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西安交通大学 10 4 西安体育学院 6 2 

西北工业大学 10 4 陕西中医学院 6 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0 4 陕西理工学院 6 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9 4 宝鸡文理学院 6 2 

长安大学 9 4 西安医学院 5 2 

陕西师范大学 9 4 西安文理学院 5 2 

西北大学 10 4 咸阳师范学院 5 2 

西安理工大学 9 3 渭南师范学院 5 2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9 3 榆林学院 5 2 

陕西科技大学 8 3 安康学院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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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学校名称学校名称学校名称 
限额限额限额限额 

学校名称学校名称学校名称学校名称 
限额限额限额限额 

本科本科本科本科 
继续继续继续继续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本科本科本科本科 

继续继续继续继续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西安科技大学 8 3 商洛学院 5 2 

西安石油大学 8 3 西安航空学院 5 2 

延安大学 8 3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5 2 

西安工业大学 8 3 西安培华学院 5 2 

西安工程大学 8 3 西安翻译学院 5 2 

西安外国语大学 8 3 西安外事学院 5 2 

西北政法大学 8 3 西安欧亚学院 5 2 

西安邮电大学 8 3 西京学院 5 2 

西安财经学院 6 3 西安思源学院 4 2 

西安音乐学院 6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4 2 

西安美术学院 8 3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4 2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4 2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2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3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长安

学院 
2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  2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2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2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

学院 
3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  2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3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2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 2  西安汽车科技职业学院  2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

工程学院 
2  陕西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2 

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 2  西安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2  陕西广播电视大学  2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2  陕西电子工业职工大学  2 

长安大学兴华学院 2  西北电业职工大学  2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2  
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机

电学院 
 2 

西安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2 陕西省建筑职工大学  2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2 西安市职工大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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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学校名称学校名称学校名称 
限额限额限额限额 

学校名称学校名称学校名称学校名称 
限额限额限额限额 

本科本科本科本科 
继续继续继续继续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本科本科本科本科 

继续继续继续继续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 西安铁路工程职工大学  2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2 西安飞机工业公司工学院  2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 西安航空职工大学  2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2 西安广播电视大学  2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2 陕西工运学院  2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2 陕西航天职工大学  2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2 西安外贸职工大学  2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2 陕西省宝鸡教育学院  2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2 陕西兵器工业职工大学  2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  2    

合  计 497 

 

2015 年陕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限额表 

（高职高专）（高职高专）（高职高专）（高职高专） 

学学学学  校校校校 限额限额限额限额 学学学学  校校校校 限额限额限额限额 

西安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4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4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5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4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 铜川职业技术学院 3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5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 3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5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4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4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 3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 安康职业技术学院 3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3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4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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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 西安高新科技职业学院 3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4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3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5 陕西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 

陕西警官职业学院 3 西安东方亚太职业技术学院 3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3 西安汽车科技职业学院 3 

陕西经济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3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 3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3 陕西旅游烹饪职业学院 3 

陕西工商职业学院 3 陕西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3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3 西安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3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3   

合计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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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5 年陕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汇总表 

 

推荐学校（学校公章）：                        学校负责人：（签名）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推荐

序号 
项目所在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主持人 
项目参与人姓名 

（共 4人，按照排序填写） 
选题类码 

申报类别 
（重点/一般） 

项目层次 
(本/高/继) 

姓名 行政职务 （1） （2） （3） （4） 

            

            

            

            

            

            

            

            

            

            

注：1．此表由学校负责教改项目的工作人员填报，连同学校申报公文一并报送高等教育处；同时将该表格电子版以 excel格式填写并发送至
ting.lee@mail.xjtu.edu.cn。 

2．主要完成单位是指项目所在学校，不是院、系或校内其他部门。 
3．项目参与人一栏须填写该项目所有参与人员姓名，包括主持人在内限 5人；校际联合申报的限 10人。 
4．“选题类码”按附件 1中“项目立项指南”中的编号填写；如申报项目不在所列范围内的，请填写“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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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选题类码 申报类别 项目层次 

   

 

 

 

陕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立项申报书 

 

 

           项目名称                          

           主 持 人                          

参 与 人                          

           学校名称      （学校公章）        

           联系电话                          

           申请日期                          

 

陕西省教育厅陕西省教育厅陕西省教育厅陕西省教育厅 印制印制印制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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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一、按表格填写各项内容时，要实事求是，表达要明确、严

谨。 

二、申请书为 A4 复印纸，于左侧装订成册，由所在学校审

查、签署意见后，报送高教处。电子文档按文件要求上报。 

三、封面的项目“参与人”一栏应填写所有人员名单，并按

照顺序填写。 

四、在“学校意见”一栏中，应明确学校在人员、时间、条

件、政策等方面的保证措施和对配套经费的意见。 

五、封面右上角的“选题类码”按附件 1 中“项目立项指南”

中的编号填写；如申报项目不在所列范围内的，请填写“其它”。 

六、“申报类别代码”中 1 代表“重点项目”；2 代表“一般

项目”。 

七、“项目层次”按照“本科”、“高职”、“继续教育”三类

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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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主 
持 
人 
情 
况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技术职务  
行政 
职务 

 从事专业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通讯地址  E—mail  

1．主要教学工作简历；2.主要教育教学研究领域及成果 
 
 
 
 
 
 
 
 
 
 
 
 
 
 
 
 
 
 
 
 
 

项 
目 
组 
主 
要 
成 
员 
︵ 
不 
含 
主 
持 
人 
︶ 

姓  名 年龄 
专业技术

职务 
行政 
职务 

工作 
单位 

主要研究领域 
承担 
工作 

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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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项依据及目标 

1．研究现状与背景分析（包括已有的研究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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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内容、目标、要解决的教学问题，拟采取的方法及主要特色 
 
 
 
 
 
 
 
 
 
 
 
 
 
 
 
 
 
 
 
 
 
3．预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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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研究的方案设计 

1.包括研究思路、方法和时间安排 
 
 
 
 
 
 
 
 
 
 
 
 
 
 
 
 
 
 
 
 
 
2.项目研究保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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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广价值 
 
 
 
 
 
 
 
 
 
 
 
 
 
 
 
 
 
 
 
 
 
 
 
 

三．经费概算 

 
（一）资金来源： 
 
1．申请省教育厅专项经费 
 
2．学校配套 
 
3．其他 
 
（二）资金运用：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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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所在学校教务部门的经费投入和其他配套支持 

 
 
 
 
 
 
 
 
 
 
 
 
 
 
 
                  教务处（盖章）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五、学校申报意见及配套支持 

1. 同意申报 
 
2. 推荐类别（重点项目或一般项目） 
 
 
 
 
 
 
 
 
 
 
 
 
 
 
 
 
 
 
 
 
 
                  学校（盖章）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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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专家审核意见 

 
 
 
 
 
 
 
 
 
 
 
 
 
 
 
 
 
 
 

专家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七、省教育厅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注：第六、七项学校申报材料时不填写。 



 

 

 

 

 

 

 

 

 

 

 

 

 

 

 

 

 

 

 

 

 

 

 

 

 

 

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5 年 4 月 3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