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川 省 教 育 厅

四川省教育厅

关于开展 2024——2026 年高等教育人才培养

质量和教学改革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四川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四川省

高等教育学会：

为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高质量发展，深化教育教学改

革，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根据年度工作安排，决定启动

四川省 2024—2026 年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改革项目

（以下简称“教改项目”）申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

会部署，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焦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和

教学改革的核心要素、关键环节，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坚持理

论与实际相结合，创新解决教育教学中的热点、难点、重点问题，

探索人才培养新机制、新模式、新举措。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坚

持教研结合、坚持实践检验、坚持整体推进，持续提升教师教育

教学能力，巩固人才培养中心地位，切实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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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设高等教育强省奠定坚实基础。

二、工作要求

（一）突出研究实效。注重教改项目研究的方向性、创新性、

科学性、实践性，坚持“边研究、边改革、边实践”的原则，在

试点、总结的基础上实践运用，形成可借鉴、可推广的教学成果，

切实增强项目的示范性和实效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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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联合申报重点课题。近 3 年已有相同或相近立项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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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加强项目管理。要依据教改项目申报指南（见附件 1）

精心组织项目申报，结合学校办学定位和优势特色，分层分类做

好项目遴选和推荐。所有申报的省级教改项目，原则上在校级立

项的基础上择优推荐，并进行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公示。要按照

“统一规划、分级立项、分类实施、分层管理”原则，切实加强

教改项目规范管理，确保项目研究有序有力推进。

（三）强化条件保障。各单位要建立激励机制，鼓励教师积

极投身教学研究与改革实践。要加大对人才培养工作的投入力

度，加大与国家、地方政策的衔接、配套和执行力度，统筹相关

专项资金和其他各类资源，在政策、经费上对教改项目研究予以

充分支持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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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报安排

（一）根据各单位上一轮教改项目结题等情况，统筹分配申

报名额（附件 2）。本轮教改项目设一般项目和重点项目，各单

位可在分配名额总数内，按照 30%的数量推荐重点项目。

（二）2022—2024 年期间，获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国

家级奖项的指导教师（排序第一）、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

国家级奖项的主讲教师，可按照申报程序及工作要求牵头申报省

级教改项目，不占学校分配名额。获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金、

银奖的指导教师（排序第一）、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一、

二等奖的主讲教师，可牵头申报省级重点项目。符合条件的教师

牵头申报的省级教改项目不得超过 1 项，项目备注创新大赛。

（三）每个四川省普通本科高校教指委可遴选推荐不超过 3

项教改项目（重点项目不超过 1 项）。经申报负责人所在单位审

核、教指委遴选确认后，由教指委主任委员单位统一报送，项目

备注教指委推荐。

（四）项目主持人仅限 1 人，应为高校在岗教师或管理人员。

2021—2023 年省级教改项目未通过结题验收的主持人不得申报

本次项目。

四、材料报送

（一）报送联系人

2024 年 10 月 25 日前，请各单位将教改项目联系人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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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WORD 文档发送至指定邮箱，邮件及文件名以“单位

+省级教改项目联系人”命名。

（二）报送公函

各单位推荐项目经公示无异议后，请于 2024 年 11 月 29 日

前将正式推荐公函 PDF 文档（加盖公章）、《汇总表》（附件 4）

EXCEL 文档打包发至指定邮箱，邮件以“单位+省级教改项目申

报材料”命名。

（三）网络填报

请各单位于 2024 年 11 月 25 日至 11 月 29 日期间，组织教

改项目负责人在高等教育教学项目申报评审平台（网址：

http://ps.swjtu.edu.cn/index.html）填写《汇总表》信息，并上传

《申报书》PDF 文档（附件 5，加盖公章）及附件材料（文件格

式：doc、docx、pdf，可上传多个文件），并完成报送信息的在

线审核、推荐提交工作。教指委推荐项目由主任委员所在单位负

责填报。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建跃、律娅婧；联系电话：028-86110894，

028-86138114；电子邮箱：jyt86110894@163.com。

通信地址：成都市青羊区陕西街 26 号四川省教育厅高等教

育处 504 室，邮编 610041。

申报平台技术支持：冷老师；联系电话：13550365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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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四川省 2024—2026 年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教

学改革项目申报指南

2.四川省 2024—2026 年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教

学改革项目申报名额

3.四川省 2024—2026 年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教

学改革项目申报工作联系人信息表

4.四川省 2024—2026 年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教

学改革项目申报汇总表

5.四川省 2024—2026 年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教

学改革项目申报书

四川省教育厅

2024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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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四川省 2024——2026 年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和教学改革项目申报指南

一、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研究

1-1 围绕 2035 年建成教育强国的教育改革发展总目标，提

升四川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和核心竞争力研究

1-2 “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大背景下高等教育综合

改革的路径探索与实践

1-3 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四川省优势产业需求牵引的

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1-4 四川省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布局与结构调整研究

1-5 四川省高校分类指导研究

1-6 四川省高校办学定位、特色发展与核心竞争力研究

1-7 四川省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研究

1-8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等教育融合发展研究

1-9 教育强省背景下高校实现“特色、内涵、创新”协同发

展路径研究

1-10 四川省应用型高校建设与评价模型研究

1-11 四川省高校与政府、科研院所战略合作框架设计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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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研究

1-12 四川省高校构建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融

合的供需匹配和协同发展机制研究

1-13 新建本科院校发展模式研究与实践

1-14 人工智能赋能高等教育战略行动研究

1-15 新质生产力发展与高等教育改革研究

1-16 其他同类研究

二、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与实践

2-1 以学生为中心的高校人才培养体系研究

2-2 落实立德树人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2-3 高校人才分类培养体系研究

2-4 人才培养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与实践

2-5 高校劳动教育、美育教育、体育教育模式创新研究

2-6 拔尖创新人才、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2-7 高校产教融合、科教融汇育人机制研究

2-8 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背景下的高校人才培

养模式研究

2-9 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2-10 未来技术学院、现代产业学院、专业特色学院、行业

特色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2-11 自主人才培养能力与质量提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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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其他同类研究

三、高校专业建设与课程体系改革研究

3-1 专业设置与区域发展匹配度评估研究

3-2 高校一流专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3-3 面向新经济的“四新”专业改造升级路径探索与实践

3-4 高校专业协同共建机制研究

3-5 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背景下的高校交叉专

业建设研究

3-6 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专业或产业特色专业群建设

研究

3-7 微专业建设研究与实践

3-8 专业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整体优化研究

3-9 高校课程质量建设提升路径与模式创新研究

3-1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模式研究与实践

3-1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模式研

究与实践育人实效

3-12 推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版本“三进”研究

与实践

3-13 深化“大思政课”建设研究

3-14 高校通识课程与公共基础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3-15 基于行业标准的课程与教学内容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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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基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课程改革研究

3-17 其他同类研究

四、高校教学内容更新与教学方法改革研究

4-1 智慧教育时代教学模式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4-2 新型教学方法的研究与实践

4-3 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新场景的探索与实践

4-4 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堂教学模式研究

4-5 高校在线教学分析与服务优化机制研究

4-6 高校优质线上线下教学资源整体解决方案研究

4-7 以学习为中心的教学范式改革研究

4-8 高校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课程教学内容体系改革研究

4-9 交互式、多模态、智能化教材建设研究

4-10 基于知识图谱、能力图谱、素质图谱的教学改革研究

4-11 其他同类研究

五、高校实践教学改革与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研究

5-1 高校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实习实践基地建设研究

5-2 高校实践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5-3 高校校办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建设研究与实践

5-4 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背景下的高校创新创

业教育研究

5-5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创业能力培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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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创新创业教育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建设研究与实践

5-7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就业能力培养与就业指导模式改

革研究

5-8 校企协同的企业实习生制度的探索与实践

5-9 大学生竞赛活动组织管理模式研究

5-10 优化实训资源配置与管理的机制研究与实践

5-11 高校实验室（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实训基地建设运行

机制与管理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5-12 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研究与实践

5-13 其他同类研究

六、高校教学质量管理及保障、监控机制和体系研究

6-1 高校教学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教学管理制度改革研究

6-2 高校专业认证（评估）、课程质量评估研究

6-3 国内外跨校学分互认机制和管理制度研究

6-4 高校基层教学组织创新与建设研究

6-5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研究与实践

6-6 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与评价研究

6-7 高校常态监测状态数据的采集与利用研究

6-8 本科高校合格评估、审核评估研究

6-9 高校教学激励与评价保障机制的研究与实践

6-10 高校教材选用监督管理机制的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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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过程性（形成性）评价的研究与实践

6-12 高校教学评价制度与质量管理研究与实践

6-13 就业招生培养联动反馈机制研究

6-14 新高考改革与教育评价改革机制研究

6-15 其他同类研究

七、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研究

7-1 基于数字化转型的高校智慧教育模式探究

7-2 基于数字化转型的高校教学管理改革与实践研究

7-3 基于数字化转型的高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研究

7-4 高校管理数字化平台的建设与应用研究

7-5 基于校园大数据平台的高校治理与教育分析研究

7-6 基于数字化转型的高校专业建设与课程体系改革研究

7-7 基于数字化转型的高校教学内容更新与教学方法改革

研究

7-8 基于数字化转型的高校实践教学改革研究

7-9 高校教师数字素养与胜任力提升的研究与实践

7-10 其他同类研究

八、高校教师教学素质提升研究与实践

8-1 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长效机制研究

8-2 教育家精神赋能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8-3 高校教师教学激励与保障机制的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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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高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研究与实践

8-5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研究与实践

8-6 高校教学团队与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8-7 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研究与实践

8-8 高校实践实验教学师资队伍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8-9 高校教师教育体系研究与实践

8-10 高校教师发展中心建设研究与实践

8-11 高校教学名师成长机制与管理研究

8-12 民办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研究

8-13 高校教师教学评价体系研究

8-14 其他同类研究

九、其他选题

可结合本科教育教学实际，自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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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四川省 2024——2026 年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和教学改革项目申报名额
序号 类 别 单位名称 申报名额

1 普通本科高校 四川大学 70（21）

2 普通本科高校 电子科技大学 38（11）

3 普通本科高校 西南交通大学 38（11）

4 普通本科高校 西南财经大学 34（10）

5 普通本科高校 西南民族大学 26（8）

6 普通本科高校 四川农业大学 34（10）

7 普通本科高校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16（5）

8 普通本科高校 西南石油大学 28（8）

9 普通本科高校 成都理工大学 28（8）

10 普通本科高校 成都中医药大学 28（8）

11 普通本科高校 四川师范大学 28（8）

12 普通本科高校 西南科技大学 28（8）

13 普通本科高校 西华大学 24（7）

14 普通本科高校 西华师范大学 25（8）

15 普通本科高校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25（8）

16 普通本科高校 西南医科大学 20（6）

17 普通本科高校 四川轻化工大学 22（7）

18 普通本科高校 成都大学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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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 别 单位名称 申报名额

19 普通本科高校 川北医学院 16（5）

20 普通本科高校 绵阳师范学院 16（5）

21 普通本科高校 成都体育学院 20（6）

22 普通本科高校 四川音乐学院 15（5）

23 普通本科高校 成都医学院 16（5）

24 普通本科高校 四川警察学院 16（5）

25 普通本科高校 乐山师范学院 16（5）

26 普通本科高校 内江师范学院 16（5）

27 普通本科高校 宜宾学院 14（4）

28 普通本科高校 西昌学院 14（4）

29 普通本科高校 攀枝花学院 12（4）

30 普通本科高校 四川文理学院 13（4）

31 普通本科高校 成都师范学院 10（3）

32 普通本科高校 成都工业学院 10（3）

33 普通本科高校 四川民族学院 7（2）

34 普通本科高校 四川旅游学院 7（2）

35 普通本科高校 阿坝师范学院 6（2）

36 普通本科高校 成都东软学院 6（2）

37 普通本科高校 四川传媒学院 4（1）

38 普通本科高校 成都文理学院 4（1）

39 普通本科高校 四川工商学院 4（1）

40 普通本科高校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4（1）

41 普通本科高校 成都锦城学院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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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普通本科高校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4（1）

43 普通本科高校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4（1）

44 普通本科高校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4（1）

45 普通本科高校 绵阳城市学院 3（1）

46 普通本科高校 吉利学院 4（1）

47 普通本科高校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3（1）

48 普通本科高校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3（1）

49 普通本科高校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3（1）

50 普通本科高校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3（1）

51 普通本科高校 成都外国语学院 4（1）

52 普通本科高校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3（1）

53 军事院校 武警警官学院 5（2）

54 独立设置成人高校 四川开放大学 5（2）

55 四川省普通本科高校教指委 207（69）

56 四川高等教育学会 5（2）

57 委托研究项目 5（5）

合 计 1050（326）

说明：申报项目分一般项目和重点项目，申报名额栏“括号”内数字为可推荐重点

项目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