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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4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大项目指南

本年度对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大项目提供指南及其意

图。评审采取招标方式。投标人应着力体现指南意图内容。重

大项目应用性研究一般应在 2-3 年完成，基础性研究最长不得

超过 5 年。

1.教育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关键路径研究

指南意图：（1）研判人口问题的程度和趋势；（2）阐释

中国式现代化、人口高质量发展、教育强国建设三者之间的学

理；（3）研究发达国家应对人口问题的教育举措；（4）研究

提高学生认知技能水平、培养创新人才的突破性举措；（5）探

明教育与生育率的关系。

2.“十五五”教育发展环境与目标任务研究

指南意图：（1）总结评估“十四五”教育发展；（2）研

判“十五五”国际格局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学龄人口变

化等形势及其对教育发展的影响；（3）研究国际组织重要教育

思想和发达国家重大教育战略；（4）围绕教育强国主要指标开

展国际比较研究；（5）研究教育强国建设中“十五五”的阶段

性目标、任务、举措和实施路径。

3.中小学生减负的路径与机制研究

指南意图：（1）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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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理科类教材容量、难度进行国际比较；（4）对中等收入

群体的子女教育观念和行为开展调查；（5）揭示不同因素对学

业负担的影响机制。

4.“中学生英才计划”跟踪评估研究

指南意图：（1）梳理计划的十年发展历史；（2）对计划

的入选者进行口述研究；（3）跟踪各年度计划的入选者的后续

职业发展；（4）建立创新人才培养的评估模型；（5）提出完

善创新人才一贯制培养的政策建议。

5.立足基础教育课改实践的课程教学理论建构研究

指南意图：（1）研究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八次课程改革的

历史；（2）反思我国课程教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人才培养、教

材建设等，形成学科发展报告；（3）对我国优秀教学成果蕴含

的中国经验进行理论化；（4）对课程教材建设与管理的中国经

验进行理论化；（5）提出中国课程教学领域的标识性概念、原

创性理论、体系化知识。

6.县域城乡教育融合发展研究

指南意图：（1）研究乡-城、县城-省城人口和学生流动情

况和趋势；（2）研究提出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县域城乡教育融

合发展理论模型；（3）总结乡村小规模学校布局调整模式及各

自适用条件；（4）研究提高农村寄宿制学校办学水平举措；

（5）评估县域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水平；（6）研究“县中”发

展支持措施；（7）研究利用信息技术促进城乡教育融合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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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路径。

7.基础教育阶段职普融通的路径与机制研究

指南意图：（1）建立职业教育类型定位与职普融通内在一

致性解释框架；（2）研究作为分流机制的中考改革问题；

（3）调研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现状，提出转型发展思路；（4）研

究职普学分互认、学籍互转机制；（5）对综合高中办学实践开

展系统调研，研究综合高中的办学标准和督导评估指标体系。

8.高等教育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制研究

指南意图：（1）分析高等教育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理

与独特价值，建构理论模型；（2）评估当前高等教育与科技创

新、产业变革融通发展的现状；（3）研究完善高等职业教育产

教融合的培养模式；（4）提出研究生教育规模结构调整、学科

专业布局优化的思路。

9.高等教育人才供需适配机制研究

指南意图：（1）分析我国高等教育人才供需适配现状；

（2）研究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人才供需适配方式；（3）

分析国际人才竞争态势；（4）分析我国战略人才、科技领军人

才、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等人才发展趋势；（5）提出高

等教育学科设置动态调整优化建议；（6）提出国家人才供需对

接数据库建设方案。

10.大科学时代高校高层次人才集聚模式创新研究

指南意图：（1）分析当前我国高校高层次人才集聚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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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2）研究国际著名高校高层次人才集聚的模式；（3）

我国高校发起大科学计划集聚高层次人才的案例分析；（4）对

高校科研环境与国际高层次人才流动进行相关分析；（5）提出

大科学时代高校在参与人才高地过程中集聚高层次人才的创新

模式。

11.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水平评估研究

指南意图：（1）建构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

系；（2）综合测算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水平指数；（3）分学段

测算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水平指数；（4）总结全球数字教育发展

的国际经验；（5）提出我国数字教育深入发展的政策建议。

12.技术维度的教育变革史研究

指南意图：（1）研究教育领域从口传到人工智能的技术演

进史；（2）研究不同时期技术对教育产生影响的具体过程；

（3）研究不同时期技术对教育形态的改变；（4）揭示技术改变

教育的机理。

13.支撑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性投入机制研究

指南意图：（1）分析现行教育投入政策及其效应；（2）

比较人口大国宏观税负水平；（3）研究当前世界教育强国总投

入和财政投入情况；（4）结合未来 12 年我国人口、经济、社

会、财政等发展趋势，论证提出新的教育投入强度目标、投入

结构;（5）细化建设周期重大节点的阶段性投入目标；（6）提

出完善与 GDP 同步增长的财政教育投入机制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