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2024年度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省级评审拟推荐名单（115项）

序号 课题名称 申报人姓名 工作单位

1 基础教育学制改革研究 冯永刚 山东师范大学

2
行为数据驱动的中小学生跨学科素养多模态诊断及提

升路径研究
李爱霞 鲁东大学

3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职业教育“走出去”品牌建设研究 张隆海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4 职业教育数字教材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研究 齐尧尧 临沂职业学院

5 恢复性司法理念下校园欺凌的有效治理研究 李继刚 曲阜师范大学

6 感统教育纠治孤独症儿童的内在机理与支持体系研究 王静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

7
生成式人工智能支持中小学教师数字素养培训体系建
构及应用研究

潘征宇 鲁东大学

8 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新质生产力的模型构建及应用研究 康红芹 曲阜师范大学

9
产业转型与技术创新耦合背景下职业教育高质量就业

研究
郭勇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10
书院制下高职院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

改革研究
赵凤文 山东职业学院

11 人机协同学习的深度学习机制及有效支持策略研究 陈长胜 山东女子学院

12
教育家精神视域下职业院校教师情感教育能力培养研

究
魏静 山东工商学院

13
基于无感知数据采集的高职生课堂学习行为投入度模

型的研究
巩建学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14
人工智能时代人机复合教师身份内涵、运行机制及发

展路径研究
吴秀圆 山东师范大学

15 新型工业化背景下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推进路径研究 张浩 青岛工程职业学院

16 AI技术创新赋能非遗传承助力乡村振兴实践研究 郭弟强 山东经贸职业学院

17
基于“可见的学习”的高职院校课堂教学反馈有效性

及其提升路径研究
冯建雨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18 适配性理论下产教融合培养乡村文旅人才的路径研究 王爱鸟 山东协和学院

19
区域协同视角下中高本一体化人才培养标准与质量评

价研究
宋立温 山东经贸职业学院

20
课堂互动多模态数据支持的精准教研机制与发展路径

研究
杨进中 青岛大学

21 产教融合共同体视域下新商科智慧学习工场构建研究 崔元丽
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22
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拔尖创新人才科教融合培养模式
研究

李云鹏 山东女子学院



23 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与城市“校城融生”关系研究 徐梅 潍坊学院

24 拔尖创新人才全过程识别与培养监测系统建设研究 虞宁宁 济南大学

25
产教融合视域下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监测体系构

建及应用研究
蔡新海 烟台大学

26 “强基计划”政策实行效果与优化策略研究 付鸿飞 青岛科技大学

27 民办高校财会监督体系构建及效能提升路径研究 李晋 山东财经大学

28
分类管理背景下民办高校社会责任演进及提升策略研

究
石猛 山东女子学院

29
生成式人工智能依赖对研究生创造力的影响：“双轨

”机制与干预路径
王鹏 山东师范大学

30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现代产业学院协同育人模式研究 张桂霞 山东协和学院

31 数字化赋能科教融汇驱动高校创新人才培养的研究 解美娜 山东第二医科大学

32 行业特色院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王蒙蒙 山东航空学院

33 高校社会捐赠资金运营模式与效果评价研究 汪洋 青岛科技大学

34
建设教育强国背景下地方高校服务社会贡献度评价研

究
张宗业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35 高校科研社会贡献度评价模型构建及其验证研究 李凤玮 临沂大学

36
基于效果推理理论的拔尖创新人才一体化培养模式研

究
褚庆柱 青岛科技大学

37 数字化赋能应用型本科高校内部治理路径研究 王桂云 山东协和学院

38
面向新质生产力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推进路径与策

略研究
刘豆豆 山东财经大学

39 AIGC视阈下高校教师角色重构研究 赵敏 齐鲁师范学院

40 中国学术精英生成的评价制度研究 李爱萍 济南大学

41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理工科大学生科学创造力的影响机

制研究
周愉凡 青岛大学

42
数字时代高校学生“就业信息茧房”的形成机理及治

理研究
费建翔 曲阜师范大学

43
高校学科竞争力评价体系构建机器对教育管理的启示

研究
赵芳 山东航空学院

44
教育数字化促进女性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机理与路径研

究
徐小靓 青岛农业大学

45
教育满意度视角下家庭差异化教育需求及公共教育投

入保障研究
李振宇 青岛大学

46 大语言模型在高等教育应用中的风险审视与应对策略 朱晓鑫 青岛理工大学



47 县域普通高中办学活力提升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李子彦 泰山学院

48 新质生产力视阈下高校产教融合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冯建民 济南大学

49
基于“结构-过程-功能”链条视角的研究生学术不端

治理研究
刘小平 鲁东大学

50
何谓、何为与何向：大学教师践行教育家精神的历史

考察与未来指向
李欣然 济南大学

51
智媒环境下高等教育舆情风险的人-机协同治理策略
研究

于灏 山东科技大学

52
全球复杂性风险情境下我国高校人才韧性评价与提升

路径研究
张洪瑞 青岛农业大学

53
高校“大心理健康教育”创新体系构建与保障机制研

究
蒋琪 山东政法学院

54
民间体育游戏助力黄河流域农村幼儿园体育高质量发

展研究
马东顺 济宁学院

55 适应学龄人口波动的农村义务教育韧性建构策略研究 袁玉娟 山东财经大学

56 落实“科学教育加法”的教师专业发展生态体系研究 刘新阳 山东师范大学

57 伦理思维视域下的道德教育研究 王传峰 山东交通学院

58
交际互动视角下自闭症儿童合作行为的脑间同步机制

与教育干预研究
侯婷婷 济南大学

59 中国传统德育智慧及时代转化研究 唐爱民 曲阜师范大学

60 我国 0-3 岁儿童家庭教育指导网络体系建设研究 李明凤 山东女子学院

61 县域小学教育资源配置空间公平模型构建及优化研究 王荟 山东女子学院

62 儒家大教师观的历史嬗变及当代转化研究 谢文庆 泰山学院

63
数字化背景下幼儿视觉素养结构体系构建及培育路径

研究
杨萍 鲁东大学

64 儿童自我调节能力发展的内在机制及实现路径研究 毕馨文 山东女子学院

65 人工智能教育场景应用的伦理研究 徐湘荷 聊城大学

66 当代中国教育家的精神生成机制及践行路径研究 张香兰 鲁东大学

67 价值冲突视角下教育惩戒的伦理向度与实践理路研究 李永婷 临沂大学

68
乡镇振兴背景下乡镇驻地学校功能定位与实现路径研

究
朱忠琴 山东师范大学

69 人口变动下中小学师资配置标准优化及政策实践研究 元静 青岛大学

70 大学生心理危机指标监测研究 孙鹏 山东财经大学



71
数字化转型中乡村儿童价值观培育的家校社协同行动

路径与机制研究
潘敏 山东管理学院

72
脑科学和人工智能视角下视觉艺术教育理念与方法的

革新研究
魏冉冉 青岛大学

73
累积生态风险对留守儿童共发性情绪与行为问题的影

响及干预研究
田雨 青岛科技大学

74
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高校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

研究
周江涛 山东航空学院

75
城市群学龄人口空间格局变动下义务教育资源布局优
化研究

于璇 青岛大学

76
“学”观念的哲学突破与“学为中心”的中国教育哲

学阐释
黄晓珠 青岛大学

77 学前孤独症儿童融合教育增值性评价研究 卜凡帅 青岛大学

78
基于时间折扣机制的抑郁症青少年个

性化识别与干预研究
赵立军 聊城大学

79 乡村学校校长数字领导力研究 王平 聊城大学

80 创新高潜人才关键素养的发展机制与涵育路径研究 姬广敏 曲阜师范大学

81
 数智技术赋能体育教师跨学科主题教学模式构建与

实施路径研究
曲鲁平 曲阜师范大学

82
学前儿童计算思维培养的国际经验与本土循证教学的

实践研究
臧涓涓 山东女子学院

83
高校弘扬黄河文化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的机理与实践路径研究

白贝迩 潍坊学院

84
数智技术赋能教师教学经验概念化的模型构建与应用

策略研究
吴向丽 山东协和学院

85 小学科学教师职后专业发展的政策性支持系统研究 李荣祥 临沂大学

86
教育家精神谱系融入师范专业认证体系的内在逻辑与

实施路径研究
林松柏 齐鲁师范学院

87
县域“学段贯通·学科融合·项目推进”中小学创新

型人才早期培养体系研究
赵剑锋 龙口市教学研究室

88
中国古今教育家教育智慧的实践逻辑、生成机制与弘

扬路径研究
王永明 山东师范大学

89 新时代县域整体高质量发展教研共同体建设研究 臧玉宝
济南市历城区教育教学

研究中心

90 人工智能时代中小学教学空间重构研究 付强 济南大学

91 课程论学科知识体系建构的国际模式与中国路径研究 刘亭亭 曲阜师范大学

92 教育家精神的文化根脉研究 王真真 山东财经大学

93
基于思维课堂构建的高中英语课堂教学模式的变革与
创新研究 王敏 德州市第一中学

94
新时代以黄河文化教育厚植学生家国情怀的理论建构
与实践机制研究

季俊昌 东营市教育局



95 基于学生发展需求的综合高中普职融合教育深入研究 张宝民 禹城市综合实验高中

96 跨学科主题教学的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 王飞 山东师范大学

97 新中国乡村教师形象的叙事建构与代际分异 沈晓燕 山东师范大学

98
融合教育背景下培智职业教育支持性模式的构建与实

践
孙治国 荣成市特殊教育学校

99 高校劳动教育课程建设现状及优化策略研究 邵珠平 山东管理学院

100
我国乡村学校教师减负的系统性困境与协同治理机制

研究
孙晓红 青岛大学

101
新时代教育家精神赋能高校教师职业素养的培养机理

与推进策略研究 
刘雪梅 山东航空学院

102 九年一贯制学校劳动教育基地一体化建设实践研究 李德连
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汶泉学校

103 中小学课堂话语分析框架建构与应用研究 李宁宁 曲阜师范大学

104 核心素养时代中小学教师课程转化能力的培育研究 马季 泰山学院

105 区域有组织教育科研机制建构与运行方式研究 潘杰
淄博市张店区教育研究

中心

106
核心素养导向的新时代师范生关键教学能力培养路径

与策略研究
宗美娟 齐鲁师范学院

107
STEAM教育理念下小学“合众”全课程的系统构建与
实践研究

刘静 威海市文登区大众小学

108 中学生科学素养模型构建与测评研究 赵玉亮 淄博柳泉中学

109 中小学生“问题行为”诊断与纠正方法的研究与实践 朱荣光 寿光市圣城中学

110 县域高中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与评价机制研究 耿文超 山东省桓台第一中学

111 乡村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监测及应对策略研究 刘建霞 德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112
基于事理图谱的初中智能化课堂教学交互模型构建与

实践研究
孙燕 淄博柳泉中学

113
“社会-知识-审美”范式的课程美育内在逻辑和实现

路径研究
王禧婷 青岛大学

114
基于核心素养发展的劳动教育实践基地课程的开发与

实施研究
员平平 烟台市莱山区实验小学

115
立德树人视域下应用型本科院校“以文化人”德育模

式构建的实

验研究

常翠鸣 齐鲁理工学院

（注：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