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度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 

科研团队建设项目申报常见问题释疑  

  
 

  1. 2016 年度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主要分

为哪几类？  

  ——2016 年度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以

下简称团队建设项目）主要有二类：一是示范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二是思政课

教学方法改革项目择优推广计划项目。其中，示范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又分重点

选题和一般选题两类。申报者应该根据所申报项目的类别，填写相应的《申请评审书》。 

  2. 团队建设项目有申报指南吗？ 

  ——“示范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设有申报指南，“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项目择

优推广计划”类不设具体申报指南。 

  3.团队建设项目必须按照课题指南的原题申报吗？ 

  ——“示范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重点选题）类项目，应按照原题申报。“一

般选题” 类项目，可以按原题申报，也可以在符合课题立项范围前提下，结合实际自拟

题目申报。 

  4. 团队建设项目是否实行限额申报？ 

  ——“重点选题”类项目实行限额申报。地方和其他部委所属高校以所在地省级党委

教育工作部门为单位申报，按照“优中选优、宁缺毋滥，公开、公平、公正，统筹考虑

本专科等不同类型学校”的原则，根据申报名额和有关申报条件组织遴选，由所在省（区、

市）党委教育工作部门统一上传申报材料。教育部直属高校以学校为单位申报，每校限

报 1 项。不受理个人申报。 

  “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项目择优推广计划” 实行限额申报。地方和其他部委所属高校

由所在省（区、市）党委教育工作部门组织申报，每省(区、市)限额申报 2 项，由所在

地党委教育工作部门统一上传申报材料。教育部直属高校以学校为单位申报，每校限报

1 项。不受理个人申报。 



  “一般选题”类项目不实行限额申报。地方和其他部委所属高校由所在省（区、市）

党委教育工作部门组织申报，教育部直属高校以学校为单位申报。 

  5. 连续申报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是否有限制？ 

  ——连续 2 年（指 2014、2015 年）申请教育部一般项目（含专项任务项目）未获

资助的申请人，暂停 2016 年本项目申请资格。 

  6. 2016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 2016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人能否作

为负责人申报本项目？  

  ——申请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包括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后期资

助项目、西部项目和单列学科项目的负责人同年度不能申请教育部建设项目。同一申请

者以不同题目、不同内容也不能同时两边申报。 

  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负责人可以同时申报本专项任务项目，但在本专项任

务项目批准立项前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者视为在研项目，将取消教育部项目立项

资格。 

  7. 对同时申报 2016 年度教育部建设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者如何处理？ 

  ——查实同一申请者同时申报 2016 年度本团队建设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

我部将取消其此次申报资格。 

  8. 正在办理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结项的项目负责人能否申报本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在研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已报送结项材料（以邮戳

时间为准），符合结项条件的可申报 2016 年度本项目。 

  9. 项目申请者是否可以同时作为课题组成员参加项目申报？ 

  ——每个申请者限报 1 个项目，可以作为课题组成员参加其他项目的申报。所列课

题组成员必须征得成员本人同意，否则视为违规申报。需要注意的是，不得将内容相同

或相近的项目，以不同申请人的名义提出申请。 

  10.“重点选题”类项目对申报团队还有什么要求？ 

  ——申报团队必须是独立设置直属学校领导的、与学校其他二级院（系）行政同级

的思政课教学科研组织二级机构，承担全校本、专科学生和研究生思政课教学任务，统

一管理思政课教师。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点的机构同时应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点



的依托单位。申报者应为思政课建设有关负责人。 

  所在学校高度重视思政课建设，把思政课教学科研组织二级机构作为重点二级机构

建设，把思政课作为重点课程建设，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作为重点学科建设。在发展

规划、经费投入、公共资源使用等方面能够给予充分的政策条件保障。 

  思政课教学科研组织二级机构应认真贯彻落实《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

准》，规范使用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统编的思政课教材和教学大纲。严

格落实课程、学分及对应的教学学时。工作基础良好、工作业绩突出，能积极推进思政

课改革创新并取得一定成效，其经验在全国或本地得到一定推广。团队组成人员开放，

既包括思政课教学科研组织二级机构的教师，也包括校内外其他学科专家和其他工作部

门的人员；团队成员思想理论水平、学术水平、教学水平较高，综合素质较强。 

  11．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有关负责人包括哪些人？ 

  ——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有关负责人主要包括：学校党委书记、分管思想政治理论

课建设的校领导，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组织二级机构的负责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科研组织二级机构的教学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等的负责人。 

  12. “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项目择优推广计划”对拟申报的教学方法有什么要求？ 

  ——主要有四点要求：（1）创新性。能结合教学环境、教学对象等发生的变化，

围绕教学理念、手段、组织管理等方面进行大力探索，能够体现思政课教学方法的发展

方向和趋势，在全国具有开创性。（2）应用性。已在学校层面普遍实施，并围绕该项

目开展了相关研究和教学资源开发，初步建立了保障项目实施的体制机制，总结形成了

较成熟的、可供学习推广的经验，有针对性地解决了教学实践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取

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3）理论性。对教学方法改革创新的实践经验进行提炼、概括，

初步形成思政课特定教学方法的理论成果。（4）影响力。已在本省(区、市)产生一定的

影响，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经验交流和宣传，凝聚了一批致力于创新高校思政课教学

方法、深入研究教学规律的骨干队伍，发挥了在推动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创新方面的示

范引领作用。 

  13. “重点选题”类项目的《申请评审书》中的预期成效和最终成果形式怎么填写？  

  ——预期成效和最终成果形式除论文或专著外，还要结合各个选题的特点，体现为



有一定规模的研讨交流、工作文件、工作标准、指标体系、政策咨询报告、服务思政课

教学和媒体推广等实践应用成果。需将有关成果形式一一列出。最终成果形式将作为评

审的重要参考。 

  14. “一般选题”类项目的《申请评审书》中的成果形式怎么填写？ 

  ——“一般选题”的中期成果、最终成果除论文或专著外，还要结合各个选题的特点，

体现为思政课教学服务的实践应用成果，包括为思政课教学提供教案、案例、课件、素

材，成果推广服务范围及媒体宣传等。需将有关成果形式一一列出。有关成果形式将作

为评审的重要参考。 

  15.重要事项变更申请如何办理？ 

  ——办理项目延期、变更管理单位、调整课题组成员以及其他变更事项，申请人必

须登陆中国高校人文社科网（www.sinoss.net）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管理平台，在线提

出变更申请，由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在线审核后，由社科司审核备案。 

 

http://www.sinoss.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