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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文件
苏社联发〔2022〕43号

关于申报 2022 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
工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的通知

各高校科研处、社科联：

为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关于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战略部

署，切实推进高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

讨，江苏省社科联与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启动 2022 年度江苏省

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申报工作。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

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重要

讲话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推进全国教育

大会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落地见效，坚持问题导向，深

化应用对策研究，聚焦我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重要理

论、改革实践及管理创新等前沿问题，用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支撑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质量和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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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题申报

1.申报对象：省内本科、高职院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部门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工作

的教师，学生工作（部）处、招生就业创业处等部门从事思想政

治教育的工作者，以及从事体育、美育、劳育等相关工作的教师。

2.申报形式：申报者以课题组暨项目负责人的形式申报，每

个课题负责人限报 1 项。

3.申报选题：申报者可依据《2022 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

精品工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指南》（见附件），也可进一

步细化参考选题或自行确定选题。

4.申报限额：每所院校限报 8 项，鼓励申报不同方向选题。

5.申报时间：2022 年 5 月 5 日至 6 月 20 日。

6.申报人须在“精品工程申报系统”中注册填写有关信息

（http://www.jsskl-xxgl.cn/project/login）（精品工程申报系统为新

建系统，请各申报单位、负责人申报前务必查看使用手册），下

载“精品工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申请书”填写并上传至

申报系统，同时打印纸质《申请书》一式三份，于 6 月 20 日前

寄送至省社科联科研中心。

7.申报人应严格遵守学术道德和科研诚信，如实填写项目申

报材料，不得将相同或相近研究内容重复申报，有省社科联在研

项目、近两年已获本课题立项经费资助或近三年项目被终止、撤

销的，不得申报。

三、立项管理

1.课题立项。申报课题经专家评审、省社科联党组审定同意

http://www.jsskl-xxgl.cn/project/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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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并在江苏社科网公示。

2.项目类别。分重点项目、一般项目、立项不资助项目。申

请者可根据课题研究重要程度、内容复杂程度等因素，自行确定

申请项目类别。

3.项目数量及经费。2022 年度设重点项目 10 项，每项资助

10000 元；一般项目 50 项，每项资助 5000 元；立项不资助项目

不超过申报数量的 15%。资助经费由南京大学出版社提供，重点

课题的经费分两次汇入课题组所在单位账户：课题立项后付 50%
经费，课题结项后付 50%经费；一般课题一次性汇入课题组所在

单位账户。

4.项目管理。课题管理和经费管理执行《江苏省社科应用研

究精品工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管理实施办法》和江苏省

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省社科联具体负责课题立

项后的研究管理，建立项目单位和项目负责人管理责任制。省社

科联将适时对项目进度执行与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重点

项目实行中期检查制度。申报单位要加强科研诚信管理，并根据

实际情况对立项课题配套一定经费支持。

四、课题结项

1.成果形式：撰写研究报告 1 篇；撰写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实践创新、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相关教材或论著 1 部；公开发表论

文 1 篇以上；课程教学与实践改革过程中以其他形式呈现的成果

1 项，如课件、在线资源建设等。（以上选择其中之一即可）

2.完成时间：重点项目研究时间为 2 年，于 2024 年 9 月 30
日前提交结项材料；一般项目和立项不资助项目研究时间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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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于 2023 年 9 月 30 日前提交结项材料。结项材料包括《鉴定

结项审批书》（在申报系统中填报下载）、成果原件和复印件（教

材、著作、调研报告、论文类每项成果必须报送原件 1 份，课件、

在线资源等以电子光盘等形式提交 1 份并且将其重点部分截图

打印 1 份提交）。

3.成果评审：课题结项采取专家集中评审方式，课题成果经

专家评审通过后给予结项。

联系地址：南京市建邺路 168 号 4 号楼 406 室省社科联科研

中心（邮编：210004）

联系人：李 慧 025-83325615，18112990316
唐顺霞 025-83378560，13913974119

附件：2022 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专项课题指南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22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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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指南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重要论述研究

2. 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

3.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研究

4. 新中国成立后高校思政课建设历史经验研究

5.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挑战和机遇研究

6. 新时代高校“四史”教育教学体系及其实践探索研究

7.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

8. 新时代高校“大思政课”建设研究

9. 高校完善“五育并举”育人体系研究

10.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实践路径研究

11. 疫情防控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现状及对策研究

1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研究

13. 江苏地方红色资源开发利用研究

14.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融媒体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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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优质教学资源共建共享研究

16.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创新研究

17. 新时代高素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研究

18. 高校“第二课堂”探索研究

19. 高校入学教育、职业生涯规划、就业创业指导、毕业教

育创新实践研究

20. 大学生生命教育、情感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创新研究

21. 疫情防控背景下促进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

业研究

22. 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研究

23. 提升大学生体育核心素养的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研

究

24. “五育融合”视域下高校美育的实践路径研究

25.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研究

26. 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研究

27. 充分发挥高校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研究

抄送：省纪委省监委驻省委宣传部纪检监察组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办公室 2022年 5月 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