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度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省级评审拟推荐名单(124项)

序号 课题名称 申报人姓名 工作单位

1
城乡差异化治理视域下幼儿园“反教育行为”

防控机制研究
史吉海 滨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2
基于教育家精神的中小学教师课程思政能力模型

构建与培养机制研究
张衍伟 泰安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3
黄河文化价值谱系形塑新时代好少年的

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研究
季俊昌 东营市教育局

4
基于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的县域小学个性化学习

支持系统的构建与应用研究
焦文海 广饶县乐安小学

5 数字赋能大规模因材施教有效途径研究 杨列敏 山东省滕州市第一中学

6
项目驱动·全景评价·航天铸魂：

小学“雏燕启航”育人模式的实践研究
高红燕 济南市历下区燕山小学

7
核心素养导向的中小学人工智能阶梯式课程体系

构建研究
李秀格 济宁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8
“市县结合”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构建与实证

研究
王伟 威海市教育局

9
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小学课堂问题与情境设计

研究
遇铁龄 威海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10 小学生创新素养评价模型构建及监测研究 赵广毅 东平县第四实验小学

11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领下幼儿品德启蒙

“四共”生态构建研究
朱续杰 烟台市市级机关幼儿园

12
积极发展资源对中学生抑郁的保护作用及

干预研究
王蓉蓉 泰山学院附属中学

13 指向育人智慧的中小学教师核心知识优化研究 邱子华
聊城市东昌府区

教育科学研究中心

14
城乡小学小班化教育改革的生态重构与实践

路径研究
朱华龙 临邑县恒源小学

15 数字赋能县域高中因材施教的校本化研究 张思敏 邹城市教育教学研究中心

16
基于情感教育的职业院校教育家精神培育路径

研究
魏静 山东工商学院

17
高质量就业导向下高职人才培养适配性评价模型

构建研究
王伟 东营职业学院

18
免费学前教育财政投入负担与家庭支持效果模拟

研究
付荣云

青岛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19
产教融合视域下高等职业院校“五金”建设评价

体系效能研究
赵凤文 山东职业学院

20
非药物干预视角下高职大学生数字艺术疗愈心理

支持机制研究
许明 东营职业学院

21
基于组织生态学的市域产教联合体评价体系构建

与实证研究
岳炫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22 高校五育融合体系构建与创新实践研究 杜振波 东营职业学院

23
教育强国背景下高职院校思政引领力指数

构建研究
勇健 威海职业学院

24 教育强国背景下省域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指数研究 刘英霞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25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现实困境与纾解路径

研究
邱浩然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26
数智时代教育学知识创新的基本逻辑与中国路径

研究
靖东阁 山东师范大学

27
中国传统哲学形塑教育家精神的理论逻辑与当代

实践研究
张晓立 山东师范大学

28 智能时代中国教育学知识创新研究 于家杰 齐鲁师范学院

29
新时代大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一体化建设与实施

路径研究
江娇娇 曲阜师范大学

30
面向数字化转型的课堂话语分析框架本土构

建研究
李宁宁 曲阜师范大学

31
面向教育强国建设的课程与教学论知识生产方式

变革与学科体系创新
马季 泰山学院

32
基于国际经验的跨学科教学赋能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的中国方案研究
王飞 山东师范大学

33 高校德育评价数智化转型研究 杨秋红 潍坊科技学院

34
人智协同视角下中小学教师人工智能素养

多维评价与发展路径研究
姜晓笛 山东财经大学

35
文化回应性儿童行为观察评价的实践模型与变革

路径
韩金霞 鲁东大学

36
多模态时间折扣视角下抑郁倾向青少年早期识别

与教育干预研究
赵立军 聊城大学

37
教育数字化背景下中小学教师认识信念的演进与

重塑
周琰 聊城大学

38
扩优提质背景下新优质学校建设的动力机制与

实践路径研究
王帅 济宁学院

39 青少年走神的多模态预测机制及干预研究 高伟伟 山东第二医科大学

40
计算机自适应测验中测量结果有效性检验方法的

系统设计
陆宏 山东师范大学

41
面向低持续注意力学生的会话教学智能体

作用机制与优化策略研究
杜雪娇 鲁东大学

42
教育数字化环境下认知-情绪动态耦合的在线

学习效能优化机制研究
郑玉玮 济南大学

43 教育数字化赋能教师制度生活的协同机制研究 张兰婷 泰山学院

44
双师课堂中人机复合型教师的身份认同、

内在机理与发展路径研究
吴秀圆 山东师范大学

45
基于多模态感知的高校课堂行为智能分析及教学

优化研究
宋协栋 济宁学院

46
中日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健康教育实施途径与

方法的比较研究
崔旭 青岛黄海学院

47
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与城市“校城融生”

关系研究
倪烈宗 潍坊学院

48 高校数字化治理的伦理困境及应对策略研究 石猛 山东女子学院

49
全球复杂性风险情境下我国高校人才韧性的

评价与提升路径研究
张洪瑞 青岛农业大学

50 美国一流大学质量问责的数字化转型研究 柳亮 鲁东大学

51 农村大学生生涯适应力的影响机制及提升研究 徐敏 枣庄学院

52
数智赋能翻译新质人才培养的范式重构与路径

创新研究
陈晓霞 曲阜师范大学



53
人工智能时代应用型高校数字化转型发展路径

研究
周广涛 山东协和学院

54 地方本科高校人才培养适配产业需求机制研究 虞宁宁 济南大学

55
数字画像赋能高校青年思政课教师胜任力精准

培育研究
李萍 山东理工大学

56
“健康中国”战略下大学生网络欺凌内在机理与

“刚柔”治理对策研究
王慧 泰山学院

57
基于实证的人工智能赋能高校外语教师数智素养

提升路径研究
陈姗 潍坊学院

58
民办高校学生心理危机“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

研究
王艳美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59
数智时代高校治理现代化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研究
步德胜 青岛科技大学

60
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构建与应用研究
付鸿飞 青岛科技大学

61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生就业能力动态适配机制与

路径研究
杨倩 鲁东大学

62
内生发展视域下校外资源赋能中小学科学教育的

机制与策略研究
马勇军 青岛大学

63 儒家道德直觉思想的教育价值研究 王浩 曲阜师范大学

6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义务教育三科统编教材的

内在逻辑及实践路径研究
程伟 山东女子学院

65
AIGC对青少年个体价值观建构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研究
曹亮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66 文化转型时期学校道德教育价值取向研究 方蕾蕾 山东师范大学

67 教育家精神的文化论研究 王真真 山东财经大学

68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高校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

管理研究
周江涛 山东航空学院

69
新时代增强高校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研究
朱莉 曲阜师范大学

70 大中小思政一体化育人成效的学段分层比较研究 庞圣民 泰山学院

71 “市县结合” 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研究 朱忠琴 山东师范大学

72
全球教育治理中我国国际传播策略与影响力提升

研究
刘慕含 青岛电影学院

73
区域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范式与路径优化

研究
李逢庆 山东师范大学

74
基础教育阶段STEM教育智能化评价模型构建与实

证研究
赵亚楠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75
数智时代认知负荷理论在高中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研究
舒德全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76 孤独症儿童家校社协同关爱服务机制及路径研究 郑伟 山东师范大学

77 基于教育家精神的教师素养评价与提升策略 王运贵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78
我国免费教育政策的消费提振效应评估及优化机

制研究
范晓婷 山东师范大学

79
人口变动背景下小规模学校布局规划及其政策优

化研究
孙百才 青岛大学



8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学校美育融合的理论机制及

浸润路径研究
张宏 曲阜师范大学

81 高校体育数字化传承与教学评价实施路径研究 刘亚楠 山东建筑大学

82
20世纪以来孔子教育思想研究与中国教育史学科

知识体系的建构
包丹丹 山东师范大学

83
我国专门教育政策：演进历程、发展逻辑与实践

路径
慈玲玲 鲁东大学

84 中国高等教育教研生活史研究 郑冠群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85
幼儿学习品质衔接性断层的发生机理与弥合路径

研究
董吉贺 山东女子学院

86 听障儿童语篇推理认知机制及能力提升策略研究 邱教生 泰山学院

87
学龄人口变动下县域幼教师资供需适配的空间

分异及政策优化研究
刘伟民 山东管理学院

88
孤独症谱系障碍者全生命周期人际同步缺陷智能

化评估与干预研究
李开云 济南大学

89
数智-具身双驱下学前儿童计算思维评估与培养

路径研究
臧涓涓 山东女子学院

90
中小学生抑郁症状动态监测模型建构与预防性

干预研究
韩含 曲阜师范大学

91 AI时代中小学教师情感发展及影响机制研究 王松丽 山东女子学院

92
乡村教师精神世界的口述史分析：教育家精神的

涵育及启示
沈晓燕 山东师范大学

93
教育家精神引领下高校教师自我研究的

发轫与追踪
蓝岩真 青岛科技大学

94
教育强国战略下教师教育评价机制创新与实践

研究
董文娟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95
面向新质生产力的高校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需

求侧动态适配机制研究
邢巧娜 德州学院

96
生成式AI在高等教育领域应用政策的国际比较

研究
徐湘荷 聊城大学

97 中国教育制度与标准研究 冯永刚 山东师范大学

98
幼儿园图画书阅读教育质量提升机制与实践路径

研究
杜传坤 山东师范大学

99 县域中学生发展韧性的多维评估与培育机制研究 谭敏达 山东师范大学

100
智能时代儿童身体主体性的生成机制与教育路径

研究
孙瑞玉 山东师范大学

101 基于GenAI的学科实践多模式建构研究 王永明 山东师范大学

102
继续教育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与实践 

路径研究
何爱霞 曲阜师范大学

103 中国高等教育学知识体系流变与自主建构研究 刘永 曲阜师范大学

104
我国高校教师过度劳动生成机理及治理路径的

时间社会学研究
孙丽芝 曲阜师范大学

105 世界一流大学数字化战略的国际比较研究 杨尊伟 曲阜师范大学

106
教育家精神融入教师职业生命周期的机制与路径

研究
李方安 曲阜师范大学



107
小学生错误监控能力关键影响因素及家校共育

路径研究
杨庆 曲阜师范大学

108
学校体育自主知识体系重构的实践路径与育人新

样态研究
程卫波 曲阜师范大学

109
“脱颖计划”驱动下高中科技特长生创新素养培

育生态系统的重构研究
姬广敏 曲阜师范大学

110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影响因素识别及其

作用机制研究
吕建强 曲阜师范大学

111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数字化转型与数智化协同治理

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路径研究
刘强 青岛大学

112
教育家型乡村教师专业成长的内生动力机制及其

生成逻辑研究
孙晓红 青岛大学

113
教育满意度视角下家庭差异化教育需求及

公共教育投入保障研究
李振宇 青岛大学

114
数智化背景下青少年网络道德失范及其教育应对

研究
张香兰 鲁东大学

115
面向中小学智慧教育新生态构建的校长领导力

研究
王平 聊城大学

116
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的高校循证教学评价范式转型

研究
李凤玮 临沂大学

117
混合智能增强学习的认知情感机制及其对大学生

深度学习的促进策略研究
陈长胜 山东女子学院

118 中小学不适任教师分类退出机制研究 孙来勤 潍坊学院

119 儒家大教师观的历史嬗变及当代转化研究 谢文庆 泰山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120
家校协同视域下小学生抑郁的首发机制及

干预研究
马元广 山东航空学院

121
数字鸿沟下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多元协同机制

研究
刘光余 枣庄学院

122
教育家精神赋能新生代乡村教师可持续专业

发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房敏 德州学院

123
数字时代农村幼儿园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

建设与实践
林庆楠 菏泽学院

124
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师范生人工智能素养测评及

培育策略研究
蔡云 齐鲁师范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