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教育部社科司关于 2023 年度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辅导员

研究）申报工作的通知
教社科司函〔2023〕18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

局，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部属各高等学校、部省合

建各高等学校：

为做好 2023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

（高校辅导员研究）的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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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

大会、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加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进一步

提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质量，推动高校加快构建思想政治工

作体系，健全立德树人任务落实机制，切实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

位育人格局，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二、申报内容



1.本专项任务项目申报需根据课题指南（见附件）的重点研

究方向申报，也可在符合课题指南前提下，结合实际认真凝练、

自拟题目，并在课题名称后用括号注明所依托重点研究方向的序

号。研究课题名称应表述规范、准确、简洁。

2.高校辅导员研究专项课题原则上每项资助 2 万元，研究周

期为 2 年。

三、申报条件

1.本专项任务项目实行限额申报，每所高校限报 2 项。

2.本专项任务项目限高校专职辅导员申报（指在院系从事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在岗人员，包括院系级党组织副书记、

学工组长、团总支书记、学工干部等）。

3.申请人必须能够实际从事研究工作并真正承担和负责组

织项目的实施；每个申请人限报 1 项，所列课题组成员必须征得

本人同意并签字，否则视为违规申报。

4.有以下情况之一者不得申报本次项目：

（1）在研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各类项目负责人；

（2）所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三年内因各种

原因被终止者，五年内因各种原因被撤销者；

（3）在研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各类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各类项目负责人；

（4）2023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人；

（5）连续两年（指 2021、2022 年度）申请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未获资助的申请人；

（6）申请 2023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其他

类别项目者。

四、申报办法

1.教育部直属高校、部省合建高校以学校为单位，地方高校

以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为单位，其他有关部门（单

位）所属高校以教育司（局）为单位（以下简称申报单位）集中

申报，不受理个人申报。

2.本次项目采取网上申报方式。教育部社科司主页

（http://www.moe.gov.cn/s78/A1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管理平台•申报系统（以下简称申报系统）为本次申报的唯一网

络平台，网络申报办法及流程以该系统为准。

3.自 2023 年 3 月 24 日开始受理项目网上申报。申请人可登

录申报系统下载《申请评审书》，按申报系统提示说明及《申请

评审书》的填表要求填写（填写“申请者本人近三年来主要研究

成果”栏时，请同时填写个人工作实绩），并由高校科研管理部

门通过申报系统上传《申请评审书》电子文档，无需报送纸质申

报材料。待立项公布后，已立项项目按要求提交 1 份带有负责人

及成员签名、责任单位盖章的纸质申报材料，由申报单位统一寄

送至社科管理咨询服务中心。

4.项目经费按照《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财教〔2021〕285 号）使用和管理，需按照研究实



际需要和资金开支范围，科学合理、实事求是地按年度编制项目

预算。

5.已开通管理平台账号的申报单位，请登录申报系统核对更

新单位信息，重点核实本单位财务拨款账户信息等；未开通账号

的申报单位，请登录申报系统，登记单位信息、设定登录密码，

打印“开通账号申请表”并加盖单位公章，传真至 010-58803011。

待审核通过后，即可登录申报系统进行操作。

6.本次项目网络申报截止日期为 2023 年 4 月 28 日，申报单

位须在此之前对本单位所申报的材料进行在线审核确认。

五、其他要求

1.申请人应认真阅研《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

法》及以往立项情况，提高申报质量，避免重复申报。

2.本次项目评审采取匿名方式。为保证评审的公平公正，《申

请评审书》B 表中不得出现申请人姓名、所在学校等有关信息，

否则按作废处理。

3.申请人应如实填报材料，确保无知识产权争议。凡存在弄

虚作假、抄袭剽窃等行为的，一经发现查实，取消三年申报资格，

如获立项即予撤项并通报批评。

4.各申报单位应切实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对申报

材料的审核把关，并确保填报信息的准确、真实，切实提高项目

申报质量。

申报系统联系方式： 010-62510667 、 15313766307 、



15313766308；信箱：xmsb@sinoss.net。

社科管理咨询服务中心联系方式：010-58805145；传真：

010-58803011；电子信箱：moesk@bnu.edu.cn；地址：北京市海

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北京师范大学科技楼 C 区 1001 室，北京

师范大学社科管理咨询服务中心，邮编：100875。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联系方式：010-66096328。

附件：2023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

校辅导员研究）课题指南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2023 年 3 月 21 日



附件

2023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

（高校辅导员研究）课题指南

1.学好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

界观与方法论研究

2.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路

径研究

3.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研究

4.培养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

年研究

5.“时代新人”视域下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研究

6.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研究

7.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研究

8.运用“四史”特别是百年党史资源促进大学生日常思

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研究

9.利用开学典礼、毕业典礼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10.红色文化资源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研究

11.基于学生群体画像分析的高校精准思政研究

12.新时代大学生勤俭节约精神教育研究

13.新时代学习弘扬雷锋精神研究

14.“00 后”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及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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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研究

16.整合资源构建高校实践育人共同体研究

17.“五育并举”背景下高校培育优良学风路径研究

18.少数民族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制创新研究

19.构建高校辅导员发展体系研究

20.高校辅导员提升政治引领力路径研究

21.增强高校辅导员与学生谈心谈话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研究

22.高校辅导员与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协同育人研

究

23.新时代高校辅导员核心素养研究

24.高校辅导员培训核心课程创新研究

25.高校辅导员大数据赋能成长与发展机制研究

26.高校专职辅导员职业发展体系晋升路径研究

27.高校辅导员“双线晋升”实施机制研究

28.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机构）中辅导员队伍建设研究

29.ChatGPT 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研究

30.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据化转型研究

31.网络群体极化对大学生的影响及应对研究

32.全国性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的影响力和辐射度提

升研究

33.大学生网络社交圈层化特点与引导策略研究

34.大学生网络素养内容、载体及培育机制研究

35.大学生网络“亚文化”现象的教育引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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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高校思政类微信公众号的建设现状与发展策略研究

37.高校网络文化产品精准推送机制研究

38.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改革创新研究

39.大学生“社恐”现象的心理机制与有效应对研究

40.大学生心理问题早期发现和科学干预机制研究

41.新时代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难点与对策研究

42.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建设创新研究

43.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的路径与机制研究

44.大学生心理危机的特点与干预策略研究

45.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家校协同机制研究

46.新时代大学生群体积极社会心态培育研究

47.高校学生组织育人的路径和机制创新研究

48.研究生“导学思政”工作守正创新研究

49.民办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和对策研究

50.高职高专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和对策研究

51.艺体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和对策研究

52.高校建立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制度机制研究

53.高校党建思政工作与事业发展深度融合模式研究

54.高校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与组织功能提升路径研究

55.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长效机制研究

56.民办高校学生党建工作机制创新研究

57.高职高专学生党建工作机制创新研究

58.高校海外留学生党员教育管理研究

59.高校“样板党支部”示范引领作用发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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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工作室发挥作用

模式研究

61.“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理论逻辑与

实践进路研究

62.高校“大先生”时代内涵与培养路径研究

63.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模式创新路径研究

64.高校基层党建中的大数据应用研究

65.共建共享模式下高校党建资源库建设与实践研究

66.新时代高校国家安全教育有效策略研究

67.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应对与处置策略研究

68.高校安全风险防范化解研究

69.防范“三股势力”向校园渗透工作机制研究

70.涉校网络自媒体管理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