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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 2023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高等院校： 

    经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批准，2023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

划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开始申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申报省社科规划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项目总的

要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文化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会议、全国教育大会、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突出理论武装，突出求实求效，突出结果导向，突出

统筹谋划，突出长效机制，围绕着力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

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大

思政课教研工作力度，深入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重点难点问

题和教学方法改革创新等问题，以高水平研究成果提升思政课的

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 

二、本研究专项由省委宣传部设立，主要面向全省普通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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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职思政课教师（注：2023年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信息库”更新过个人信息）。本专项实行事后资助制度，根据最

终研究成果结项鉴定等级确定资助金额，成果鉴定等级为优秀的

一次性资助 5 万元，成果鉴定等级为良好的一次性资助 3 万元，

成果鉴定等级为合格及以下档次的不予资助。 

三、2023年省社科规划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共设有

86项研究选题（见附件），申请人须依照《选题指南》所列选题

原题申报。本研究专项实行限额申报，申报指标见《全省各普通

高校申报名额分配表》。 

四、申请人须具备下列条件：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

律，遵守河南社科基金各项管理规定。在相关研究领域具有深厚

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科研经验，社会责任感强，学风优良。能够

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并担负科研组织指导职责。申请人不限职务

职称和学历学位。 

五、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截止日期前未报送结项材

料）、省社科规划各类项目负责人（申报截止日期前未获批准结

项），不能申报本研究专项。被终止或撤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省社科规划项目负责人自终止或撤项之日起 3年内不得申报。 

 六、申请单位须符合以下条件：在相关研究领域具有较强的

科研力量和深厚的学术积累；设有专门负责科研管理工作的职能

部门；能够为开展专项研究工作提供良好条件。 

七、项目评审按照《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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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进行资格审查、会议评审，最后报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

审定。 

八、项目负责人在项目执行期间要遵守相关承诺，履行约定

义务，按期完成研究任务。最终成果鉴定采取会议集中鉴定的方

式进行，成果等级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档次。成

果鉴定为合格及以上等级的，发放《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

目结项证书》；成果鉴定为不合格等级的，项目组对成果修改后

报送二次鉴定，二次鉴定仍不合格的，不发结项证书。 

九、申请人应按照《河南省省级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资金

管理办法》《<河南省省级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补充规定》和《关于进一步完善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管

理的有关规定》要求，编制经费预算。 

十、申请人要按照《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研究专项申请书》的要求如实填写申请材料，并保证没有

知识产权争议。凡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并查实后，取消申报资

格。 

十一、各单位科研管理部门要对申报项目的政治方向、申请

人资格和填表技术严格把关，对申请书填写的内容，特别是对选

题论证的可行性、项目组的研究水平和能力等进行认真审核，签

署明确意见，承担信誉保证。 

十二、项目申报所需各种材料（《项目选题》《申请书》《项

目论证活页》）可从河南社科规划网（网址：www.hnpopss.gov.cn）

http://www.hnpops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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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 

十三、申报工作由单位统一组织，不受理个人申报。各单位

报送的纸质材料包括： 

1.《申请书》《项目论证活页》各一式 5份，A3纸双面印制，

中缝装订。每个申请人的申报材料采用“1 夹 9”方式叠放，即

将 4份《申请书》和 5份《项目论证活页》单独叠放在一起，然

后夹在另一份《申请书》中缝装订处，以免损坏封面页。 

2.《2023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

究专项申报汇总表》。 

以上材料纸质版报送至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事务中心；

电子版发至邮箱 aaaa9617@sina.com ，文件夹以“单位+2023年

省社科规划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申报材料”命名。 

十四、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4 年 4 月 10 日，逾期不予受理。 

 

     附件: 2023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研究专项选题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事务中心 

  2024年 3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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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3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选题指南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专

题研究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教

学研究 

2.习近平经济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 

3.习近平外交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 

4.习近平强军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 

5.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 

6.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 

7.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 

8.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融入高校思

政课教学研究 

9.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融入高校思政

课教学研究 

    二、思政课教学重点难点与教学方法改革创新研究 

10.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思政课程发展历程与建设经验研究 

11.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四十年建设实践研究（1984-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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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建设教育强国视域下高校思政课改革创新研究 

13.以“两个结合”为引领的高校思政课教学体系构建研究 

14.“第二个结合”视域下高校思政课厚植学生文化自信自

强的有效路径研究 

15.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 

16.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 

17.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大中小学道德观教育研究 

18.“五史”教育融入课程思政体系建设研究 

19.高校思政课过程性评价研究 

20.高校思政课质量监控体系建构研究 

21.高校思政课集体备课模式与成效创新研究 

22.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有效衔接研究 

23.打造高校思政“金课”的建构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 

24.新时代高校思政课课程群建设研究 

25.青年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研究 

26.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朋辈教育研究 

27.河南高职院校构建“大思政课”实践育人体系研究 

28.教育家精神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师素质能力提升研究 

29.高校思政课提升大学生国家安全素养研究 

30.基于“行走课堂”的高校思政课教学方式改革研究 

31.“精准思政”理念下高校思政课教学有效供给研究 

32.大历史观融入高校思政课的整体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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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思政课话语体系与新时代青少年话语模式融合研究 

34.网络空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提升研究 

35.青年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 

36.思政课教师网络育人能力提升研究 

37.思政课教师参与课程思政建设机制研究 

38.高校大思政育人格局构建的现实困境与破解策略研究 

39.高校思政课数字化建设重点难点及解决路径研究 

40.数字赋能思政教育教学改革与评价研究 

41.融媒体视域下高校思政课创新研究 

4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的重点难点及体系构建研

究 

43.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内容层次体系研究 

44.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视域下铸牢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研究 

45.河南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建设研究 

46.美育融入思政课的内在理路和实践探索研究 

47.“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模式和成效评估研究 

48.“大思政课”视域下高校思政课课程群建设路径研究 

49.河南“大思政课”建设的实践创新机制研究 

50.河南研究生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研究 

51.新时代国防教育融入“大思政课”建设路径研究 

52.中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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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河洛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 

54.河南地域特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 

55.校园特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 

56.焦裕禄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 

57.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融入高职院校思政课教

学研究 

58.博物馆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 

59.“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教学重

点难点研究 

60.“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教学方

法改革创新研究 

6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教学体

系优化研究 

62.“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教学重点难点研究 

63.“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教学方法改革创新研究 

6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重点难点研究 

65.“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方法改革创新研究 

6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教

学重点难点研究 

67.“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教

学方法改革创新研究 

6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重点难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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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方法改革创新研究 

70.“形势与政策”课教学重点难点研究 

71.“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方法改革创新研究 

72.“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课教学重点难

点研究 

7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课教学方法改

革创新研究 

74.“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课教学重点难点研究 

75.“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课教学方法改革创新研究 

76.“自然辩证法”课教学重点难点研究 

77.“自然辩证法”课教学方法改革创新研究 

78.“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课教学重点难点研究 

79.“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课教学方法改革创新

研究 

80.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支撑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 

81.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支撑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 

82.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83.高校思政课基层教学组织潜力挖掘与功能发挥研究 

84.河南思政课名师工作室运行模式及作用发挥研究 

85.河南高校思政课“大听课 大调研”评价标准和结果运用

研究 

86.河南高校思政课以赛促教模式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