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2023 年度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省级评审拟推荐名单（120 项） 

序

号 
课题名称 

申报人 

姓名 
工作单位 

1 
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职院校教

师数字胜任力评价体系研究 
徐畅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2 
云技术赋能现代产业学院建设的机

制和路径研究 
韩虎 临沂大学 

3 
唤醒·自觉：“担当+”动力模型转

化乡村学困生的实践研究 
曹传和 平原县第三中学 

4 
课程整合视域下大中小学生创新素

养成长规律及贯通培养机制研究 
王艳芝 山东理工大学 

5 
厚植家国情怀的黄河口文化教育理

论建构与学校实践研究 
季俊昌 东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6 新时代大学生思想动态与行为研究 张天舒 山东大学 

7 

高质量教育体系下职业教育混合所

有制办学的政策机制与实践创新研

究 

郭素森 潍坊工商职业学院 

8 
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的机制优

化研究 
王国俊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9 
运动友谊网络提升中小学生身体素

养研究 
赵溢洋 曲阜师范大学 

10 
新时代高校促进大学生高质量充分

就业行动路径研究 
赵宝 山东师范大学 

11 
新时代乡村教育观的理论与实践研

究 
王平 聊城大学 

12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高校科技成果

转化绩效评价与改进策略研究 
徐明波 齐鲁师范学院 

13 
课堂互动多模态数据支持的 

教师精准教研机制与发展路径研究 
杨进中 青岛大学 

14 
中小学教师数字素养状况调查及提

升策略研究 
潘征宇 鲁东大学 



15 
中小学学校治理数字化转型实践研

究 
刘光余 枣庄学院 

16 
数智化赋能下的中学生国家科技安

全意识培育路径研究 
姬广敏 曲阜师范大学 

17 
应用型本科高校人才培养能力增值

评价本土路径探索研究 
李康 滨州学院 

18 
教育帮扶增强黄河流域农村内生动

力的效果评价研究 
黄晋生 齐鲁师范学院 

19 
中华优秀农耕文化融入涉农高校课

程思政的建设与实践研究 
李霞 菏泽学院 

20 
基于数字教育背景的高职自动化类

专业教学范式创新与实践探索研究 
祝木田 淄博职业学院 

21 
基于“五育融合”的小学劳动课程项

目化实施研究 
王小静 东营市胜利实验小学 

22 
基于高质量发展的县域学前教育治

理创新机制研究 
王静雅 山东管理学院 

23 
基于循证评估的小学劳动教育实施

模型建构研究 
刘若谷 鲁东大学 

24 
“双减”背景下中小学生学业情绪的

发展轨迹、影响机制及干预研究 
马元广 滨州学院 

25 
健康中国视阈下高校体育与社会体

育协同发展的耦合路径研究 
高永艳 山东建筑大学 

26 
新时代高等教育在地国际化评价体

系研究 
王剑波 山东财经大学 

27 
高校青年海归教师归国适应影响因

素及作用机制研究 
王青纯 山东师范大学 

28 
文言文教学中民族传统德育资源的

价值开发研究 
吕高超 山东师范大学 

29 
以教育评价改革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的实践路径研究 
董玉奎 东营市教育局 

30 
指向拔尖创新人才贯通培养的高质

量课程体系构建研究 
李凯 曲阜师范大学 



31 
科技自立自强背景下高校学生科学

创造力激发的关键要素及路径研究 
周愉凡 青岛大学 

32 
我国高校代表性成果评价制度的实

践困境与价值治理解纾研究 
宋旭红 济南大学 

33 
高等学校师德失范行为的法律规制

研究 
汪全胜 山东大学 

34 
普通高校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运行

模式与行动路径研究 
高小军 曲阜师范大学 

35 
数据要素赋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

的机理与路径研究 
刘丙利 聊城大学 

36 
县域学校协同发展的驱动机制与效

能提升研究 
孙宽宁 山东师范大学 

37 
全球胜任力导向的地方高校在地国

际化人才培养成效研究 
李娜 山东理工大学 

38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美术教学资源

相融合的发展研究 
于冬梅 山东省肥城市河西小学 

39 
县域学前教育数字化发展的长效机

制研究 
刘伟民 山东管理学院 

40 
残疾儿童融合教育支持保障指标体

系构建及应用研究 
郑伟 山东师范大学 

41 
行动者网络视域下在地化的教育知

识创生研究 
王莹 滨州学院 

42 
国际组织赋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

的政策与行动研究 
李军 聊城大学 

43 
中小学教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养

测评及培育路径研究 
张宏 曲阜师范大学 

44 
地方本科院校青年教师学术职业发

展的路径研究 
李爱萍 济南大学 

45 
中国式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制度

体系研究 
孙长远 曲阜师范大学 

46 
“双高联合育人”特色课程开发与实

施研究 
郑玉香 

济南大学城实验高级中

学 



47 
城乡融合时代教育的家庭期待差异

研究 
谭敏达 山东师范大学 

48 
大学生在线学习失范行为的发生机

制及干预策略研究 
陈长胜 山东女子学院 

49 中国课程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研究 刘亭亭 曲阜师范大学 

50 
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基地的组织

新样态及实现路径研究 
张隆海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51 
黄河重大国家战略背景下黄河口研

学体系建构与实践研究 
宋国香 东营市教育局 

52 
新时代中国特色青少年文化自信教

育发展路径研究 
王斐然 青岛科技大学 

53 
依托红色精神谱系的大中小学思想

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研究 
王红艳 山东师范大学 

54 
高考改革助推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

养目标实现机制研究 
虞宁宁 济南大学 

55 
公共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贡献及机

制研究 
辛斐斐 青岛大学 

56 
产业集群视角下高校产教融合绩效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研究 
冯建民 济南大学 

57 
立德树人视阈下黄河文化融入中小

学研学旅行实践探索 
姜家丽 滨州学院 

58 
创新素养培育视域下高职院校项目

化课程建设研究与实践  
罗东华 山东传媒职业学院 

59 
师范生智能教育素养现状调查与提

升策略研究 
范存英 曲阜师范大学 

60 
体医融合背景下儿童青少年脊柱健

康促进精准干预研究 
丁焕香 临沂大学 

61 
科学教师建模教学能力发展现状及

提升策略研究 
史凡 青岛大学 

62 
科教融汇视域下职业教育与区域技

术创新耦合协调研究 
闫光芹 山东石油化工学院 



63 
新时代中小学教师社会情感教育素

养的模型构建与提升路径研究 
李超 鲁东大学 

64 
产业链优化视域下职业教育产教融

合机制设计研究    
谭秀丽 烟台南山学院 

65 
基于儿童视角的幼儿园绘本主题实

施路径研究 
靳亚楠 

菏泽市牡丹区金河湾幼

儿园 

66 
关怀伦理视域下幼儿问题行为的形

成机制及干预策略研究 
孔海燕 山东女子学院 

67 

家庭教育促进法视域下传统家风的

继承创新与青少年健康适应的关系

研究 

陈英敏 山东师范大学 

68 
新时代青少年政治认同建构的红色

记忆路径研究 
傅金兰 枣庄学院 

69 
数字经济背景下新商科智慧学习工

场构建研究 
崔元丽 山东协和学院 

70 
社会学视域下教育惩戒的伦理向度

与实施规范 
李永婷 临沂大学 

71 
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治理体系研

究 
于洁 青岛大学 

72 
高质量背景下我国农村学前教育普

惠发展的困境与路径研究 
王玉华 齐鲁师范学院 

73 经学教育的解体及其当代审视研究 任炜华 曲阜师范大学 

74 
双减背景下数字赋能家校社协同育

人机制研究 
李妹 山东管理学院 

75 
现代职业教育视域下中高本一体化

课程体系衔接模式构建的实证研究 
孙秋艳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76 
城市普惠性托育服务资源承载力精

准监测与风险评估 
袭祥荣 山东师范大学 

77 
基于多元化教育资源整合的特殊教

育普惠发展路径探析 
赵宁 

山东省昌邑市特殊教育

学校 

78 
课程游戏化背景下幼儿品格启蒙优

化方案建构研究 
庞明昌 

临沂市河东区第一实验

幼儿园 



79 
智慧课堂环境中大学生深度学习的

模型建构与质量评价研究 
刘晓彤 济南大学 

80 
基于 STEAM 教育理念的大学生创新

素养培育研究 
程琳 山东协和学院 

81 
数字化生存与学校生命教育变革研

究 
方蕾蕾 山东师范大学 

82 
十五年一贯制学校拔尖创新人才培

育课程体系的建构与实践研究 
张绪儒 

济南市长清大学城实验

学校 

83 
漫瀚调中蒙汉音乐文化元素的多模

态教育与传播研究 
陈璐璐 青岛大学 

84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教

育合作的成效与路径优化研究 
张继桥 济南大学 

85 
智能媒介环境下的教育舆情风险预

警及治理研究 
于灏 山东科技大学 

86 
数字化背景下幼儿视觉素养评价体

系构建及培育路径研究 
杨萍 鲁东大学 

87 
家庭教育期待体系构建及实施路径

研究 
张明浩 鲁东大学 

88 
人机融合智能背景下高校教师教学

效能提升研究 
王丹丹 烟台南山学院 

89 
基于校长专业标准的中小学校长效

能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满建宇 枣庄学院 

90 伦理思维视域下的道德教育研究 王传峰 山东交通学院 

91 
义务教育阶段跨学科项目式科学课

程一体化建设与实践研究 
周磊 

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实

验学校 

92 
儿童自我调节能力发展的内在机制

及实现路径研究 
毕馨文 山东女子学院 

93 
中职装备制造类专业虚拟仿真实训

基地建设与应用研究 
孙永伟 山东省淄博市工业学校 

94 生命品性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杨守菊 东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95 
中国青年科学精英的生成机制及支

持策略研究 
徐娟 鲁东大学 

96 

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数字技术赋能

科技创新人才创新动力及竞争力提

升研究 

刘晓亮 潍坊科技学院 

97 
新医科建设背景下护理临床思维能

力内涵、影响因素及提升路径研究 
王若维 山东协和学院 

98 
公益优先视角下民办高校高质量发

展研究 
徐兴林 青岛黄海学院 

99 
数字化赋能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融入高校思政课研究 
毕于建 济宁医学院 

100 
乡村教师社会情感能力的培育机制

研究 
王飞 山东师范大学 

101 

有组织科研理念下职业本科院校教

师科研能力评价标准与提升路径研

究 

吴梦军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102 
康德批判哲学体系中的教育思想及

其对中国教育学体系建构的启示 
李长伟 山东师范大学 

103 
共建型大学附属学校合作机制与管

评体系研究 
马勇军 青岛大学 

104 
基于高阶思维培育的小学数学教师

关键能力测评模型构建研究 
张丽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105 
类型教育视域下职业教育人才培育

有效衔接路径与评价研究 
宋立温 山东经贸职业学院 

106 
青少年情感教育的内涵、体系和范式

研究 
韩峰 

东营市东营区龙居镇中

心学校 

107 
“因家制宜”：县域中小学家庭教育

服务支持体系建设路径研究 
贾玉芝 

聊城市东昌府区教育科

学研究中心 

108 
中国教育社会学理论前沿进展与知

识体系再建构研究 
王有升 山东师范大学 

109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评价研

究 
李寒梅 山东师范大学 

110 新医科课程思政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王桂云 山东协和学院 



111 
幼儿园教师融合教育素养结构模型

构建与精准支持策略研究 
吴向丽 山东协和学院 

112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生情感教育过程

的道德社会学研究 
温欣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113 
新时代中国乡村教师生活质量的空

间分异及其治理机制研究 
王飞 山东女子学院 

114 
新时代青少年健康促进的运动干预

与效益评价研究 
李春光 德州学院 

115 
生命共同体视域下中国特殊教育学

校高质量评价体系与发展策略研究 
刘婵娟 山东科技大学 

116 
乡村师生心理健康状况监测及应对

研究 
刘建霞 德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117 
知识图谱驱动的 MOOCs学习行为推

理与兴趣传播研究 
夏小娜 曲阜师范大学 

118 
融合教育中自闭症儿童社会交互导

向模仿能力的发展机制与干预研究 
李开云 济南大学 

119 
职业本科学生核心素养构建及高质

量培育路径研究 
宗美娟 齐鲁师范学院 

120 
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

及激励机制研究 
陈涌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