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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工作要点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袁振国  
 

  在教育部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领导下，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以学

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为中心任务，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系统总结近 30 年的工作经验，继承

发展，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围绕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把教育科研工作纳

入教育改革发展和社会科学研究之中，重视基础研究，强化自主创新意识，加强应用研究，强调

为教育改革与发展服务，注重开发研究，强调社会效益，创新体制机制，建设精品课题，在提高

研究质量和促进成果转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

大精神为思想动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迎接挑战，抓住机遇，在教育科学规划和管理方面不

断迈上新的台阶。 
  总结教育学科的规律和特点 
  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指导，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深刻认识教育

科学研究工作的规律和特点，在实践中形成了若干共识，积累了一些经验，主要有如下方面： 
  第一，明确工作理念 
  为实现“引领科研方向，促进学术规范，建设精品课题，提高研究质量，加强成果转化，扩

大社会影响”的工作目标，建立以质量为导向的保障监督体系，要求管理、服务和指导并重，特

别重视加强科研指导，把单纯的课题管理变成与研究者、专家组一起研究，共同发展。 
  第二，严把关键环节 
  严把课题进口关和出口关，严把政治关和质量关。进一步改进课题评审工作，完善了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招标答辩和其他类别课题匿名评审制度，特别是明确了招标重点课题

的题目、研究要点和具体成果要求，并以合同形成签约，本年度国家重点课题拟立 8 项，流标 2
项。对其他课题预期成果数量、质量要求明确。坚持宁缺毋滥，对所有课题分级分类要求，提高

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声誉和质量。 
  第三，加强课题过程指导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对部分立项课题主持人进行专业培训制度，分享课题研究

经验和方法，坚持课题组、专家组和规划办三方在开题、中期、结题过程中的全程合作，并对外

开放，有效地提高了课题研究成功率。 
  第四，加强科研管理研究 
  坚持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工作年会制度，邀请省级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高校社科处负责

人及教育学院负责人为教育科学规划工作献计献策，交流教育科研管理经验；发动学科组专家撰

写《教育科研大家谈》、《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学科调查》；规划办积极开展教育科研管理

研究工作，总结发展经验，分析存在问题，预测发展趋势，加强统计分析和研究分析，评审鉴定

规则明示，评审鉴定结果公示，拨款和结题信息每月对外发布，全程透明、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第五，成果影响显著 
  课题研究对决策发挥了重要影响，如郝克明的“我国终身学习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研究”研究

成果得到国务委员和教育部领导的重视；袁振国的“我国重大教育政策转型问题研究”引发了教

育公平大讨论，经全国社科规划办专报有关中央领导，对促进教育公平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哈

经雄的“民族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得到温家宝总理和王兆国副委员长以及全国总工会的重视；

杨贵仁的“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研究”成为制定国务院七号文的基础，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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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理论创新，素质教育、教育公平、教育质量、终身学习和学习科学等研究成果有所创新，对

教育实践的影响更为广泛深远，研究联系实践，形成了教育教学标准、模式和案例，对促进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等效果显著。 
  第六，加快成果推广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在教育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

公室、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三个工作网站的信息服务；编发了《科研要报》(月刊)和《中国教育

科研报告》(季刊)，出版了《第三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获奖成果概览》和《2005／2006
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研究报告》；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教育研究》、《中国教育报》、中国

教育电视台等核心报刊上进行成果宣传；建成了专用开放的课题成果阅览室，建设了中国教育科

学资源网，逐渐成为系统权威的教育科研知识信息中心。 
  全面提升，重点突破 
  2008 年是充满希望和机遇的一年，教育科学研究进入了“全面提升，重点突破，强化优势，

攀登高峰”的发展新阶段，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的指导下，乘势而上，更进一步。 
  第一，高举旗帜，科学发展 
  以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落实党的十七大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

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的要求，以国家教育重点工作为依据，为优先

发展教育和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出谋划策，加强奥运年的体育健康教育研究，科学分析教育研究发

展趋势，明确发展重点和主攻方向，完善教育科研质量保障体系，以质量为导向进一步建设精品

课题。 
  第二，完善制度，促进发展 
  形成规范化的教育科学规划制度、评审制度、开题制度、中期报告制度、鉴定结题制度、成

果奖励和推广制度，促进教育科研体制机制的变革，推进课题管理的科学性、民主性，加强绩效

考评，鼓励自主研究，重视后期资助，适当推行对同一重大政策性课题的多方案研究，形成知识

创新系统、应用研究系统、成果推广系统相结合的科研体系，推进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课题体系

和功能更加多元化，以适应不同研究者的需求，如招标课题可以组织正反两个方面开展研究，或

多种方案进行选择性研究，增设后期资助项目，引导性研究和自主研究相结合，完成影响实践和

促进学科发展的双重任务。 
  第三，提高能力，注重精品 
  加强科研管理者的能力建设，强化勤、精、细、实，管理、服务、指导并重。加强研究者的

能力建设，强化教育科研的问题意识、学理意识、方法意识和成果意识。加强使用者的能力建设，

增强识别、参与和应用教育科研的能力。 
  第四，统筹规划，突出重点 
  加快制订 2008 年课题指南，计划在上半年启动年度重点课题评审工作，做好基金项目的过

程管理和成果鉴定转化工作，进一步扩大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课题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