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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育科研课题管理问题分析
———以湖南农业大学为例

罗建英，张燕

（湖南农业大学，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教育科研是高校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管理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教师开展教

学研究的积极性，并决定着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质量。基于湖南农业大学的实践及分析，高校教

育科研课题管理存在课题成果转化管理亟待加强、课题管理单位工作热情不高和课题结题质量

不易衡量等问题。改进高校教育科研课题管理，需要加强课题管理部门的成果转化职能；整合教

学资源，加强教育科研课题合作；进一步健全课题管理制度，加强课题的过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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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是为探索迄今为止人类对某一学科

尚未掌握的知识和规律，是对现今思想和行动所依

据的学说和原理不断进行检验的一种思维活动[1 ]。
教育科学研究是探索和揭示教育过程中未被认识

或未被完全认识的现象、本质和规律的一种活动。
其本质是要为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和提高教育教

学质量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依据[ 2 ]。在高校，科学

研究涉及两个方面的事务，一方面是科学研究本

体工作，即教师通过个体或群体的智慧劳动探索

未知科学世界、发展科学技术的过程；另一方面是

科研管理工作，即学校科研管理部门通过一定程

序帮助教师承担科研课题，对课题进行节点检查、
过程协调、结题鉴定以及成果报奖等管理过程[3 ]。

一、高校教育科研课题管理现状分析

当前，高校教育科研课题来源有四类，一是国

家级和省级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二是教育部和各

省教育厅的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三是各高等教育

学会的教育科研项目，四是学校立项的校级教育

教学改革项目。规划课题以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

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重视基础研

究，推动理论创新，加强应用研究，增强教育研究

为教育改革与发展服务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促进

开发研究，加强研究成果的转化[ 4 ]。教学改革研究

项目着眼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特别注重加强实

践性教学，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方面

的研究。各高等教育学会的教育科研项目，主要是

凭借学会优势，建立短周期的课题平台，以本区

（领）域的教育改革重点为主。校级教育教学改革

项目立足学校，以学校急需研究和重点解决的问

题为主要研究内容。
提高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质量，与研究机构

对高等教育科研的组织和管理紧密相关。高等教

育科研的组织和管理主要包括方向管理，机构与

队伍管理，选题与成果管理，信息与情报管理，学

会管理，刊物管理，中外高教研究的比较、鉴别与

借鉴等[5 ]。我国目前的教育科研管理机构主要包括

教育部高教司，各省教育厅高教处，全国及各省的

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各高等教育学会，各高校

的科研处、教务处或高教所。以湖南农业大学的教

育科研课题管理为例，湖南农业大学的各级各类

教育科研课题管理归学校教务处统一负责。除各

高教学会立项的课题教务处不参与管理外，对于

其它类别的课题主要有两种管理方式：在规划课

题和省教育厅的教改课题的管理上，教务处主要

是上级课题管理部门的协作者，负责文件的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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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达，报送课题相关材料；在校级教改课题管理

上，作为管理者，负责课题指南拟定、下文、组织评

审、立项、开题、中期检查、结题鉴定等全流程的管

理。不论是作为协作者还是管理者，高校在整个教

育科研课题管理中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一）课题成果转化管理亟待加强

随着高校教学质量工程的实施，各有关部门

加强了对高校教育教学研究的投入，各级各类教

育科研课题的立项数量有了很大的增长。为加强

对这些课题的管理，许多高校都出台了专门的文

件。但这些管理制度不够完善，尤其是课题成果转

化管理这一环节还存在很多问题。湖南农业大学

早在 2000 年就制定了《湖南农业大学教学研究项

目管理办法》，并于 2006 年再次修订，对各类教育

研究项目的申报、评审、管理，结题与鉴定，经费管

理办法等作了进一步完善。这对于加强学校课题

管理的规范性有着重要且有效的指导意义。但是，

所修订的《湖南农业大学教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
中包含附则在内的 7 章共 30 条的管理条例里，没

有专门涉及课题成果应用与转化的管理办法。这

就导致课题结题就基本上意味着研究的结束，后

续研究和成果的推广及应用较少，很多研究成果

只是些文字材料，未真正转化成现实的教育力。虽

然教育科研项目在转化成教育生产力上有较长的

时滞性，且对教育政策环境也有一定的要求，但为

研究成果寻求更多的转化机会应该是课题主持人

重点考虑的问题，为课题创造更好的转化环境也

是课题管理者应尽的义务。
（二）课题管理单位工作热情不高

当前，各高校十分重视科研工作，将其视为学

校声誉和发展的中心工作之一。高校不仅成立专

门的科学研究管理部门，而且制定了较为完善的

科学研究管理制度。可以说，绝大多数高校对科学

研究工作是积极主动的，但是对教育科研则另当

别论。高校一般没有将教育科研归属于科研管理

部门管理，而是归属教务管理部门管理。教务管理

部门的中心工作是教学管理，教育科研工作因此

常常被边缘化。目前《湖南农业大学教学研究项目

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学校教育科研项目管

理工作由分管教学的副校长与学院分管教学的院

长负责领导，教务处负责日常管理；省级规划课题

由省规划办管理，教务处协助；国家级课题由教育

部或国家级相关单位管理，主要由课题主持人与

所立项课题的管理单位直接联系，教务处基本上

只保存最后的材料；在省教育厅立项的课题管理

上，开题与结题由教育厅统一组织，教务处只负责

转发文件，报送材料。因此，在国家级和省级教育

科研课题管理上，教务处扮演的只是一个中间人

的角色，成了发文单位、材料保管单位和组织评审

单位。在校级教改课题管理上，教务处作为主要的

管理单位，对于课题研究过程的检查力度不够，除

一次中期检查外，很少与分管教学和科研的副院

长交流各院教改课题的进展情况以及各院对于教

改课题的支持情况等。课题管理上的不主动导致

做课题成了课题主持人一个人的事，使课题质量

受到影响，于教学改革，于教师自身发展，于学科

教学团队的建设，于学校发展都不利。
（三）课题结题质量不易衡量

教育科研课题成果的表现形式特殊，最常见

的形式是论文、著作，也有心得、建议、评论等，或

是成果在教育制度、条例中体现。而且教育科学研

究对象比较复杂，其研究成果未必能获得揭示事

物规律的结论，即使有结论，又因教育本身的迟效

性，其社会效果的显现也需要较长的时间，所以结

题质量不易衡量。目前，教育科研课题的结题材料

包括文字材料、音像材料、PPT课件和师生做课题

期间的纪实材料（如学生所发表的论文，实地考察

的纪实照片与记录）等，形式越来越多样化。文字

材料中以课题主持人及参与者发表的论文为主，

也有著作或论文集，还有少量调查报告形式的材

料。各种结题材料装订成附件，厚厚的一本，但体

现课题研究过程的材料很少，反映课题推广效果

的材料很少，尤其是反映学生对课题中所涉及的

教学改革的反馈的材料很少。因此，一般来说，课

题只要能通过中期检查，结题前能发表一定数量

论文，就基本上能过关，至于课题是不是对促进学

校办学或学科或某门课程的质量提高真正起到了

作用，课题管理者和专家仅凭借论文发表的数量

和级别，以及少量的反映实效的材料，难以客观衡

量结题质量。

二、改进高校教育科研课题管理的几点建议

（一）加强课题管理部门的成果转化职能

教育科研要同教育实践相结合，教育科研成

果必须转化成现实的“教育力”，才是教育科研的

真正目的和归宿。
第一，鼓励、支持项目研究与外校的合作。从

湖南农业大学 2000 年以来教学改革课题参与人

教育教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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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位可以看出，课题的完成人基本上以各院的

教师为主，与外院或外校合作的极少。立足本校，

联合外校和外企一起开展教育科研活动，不仅能

拓展教育研究的视野，而且更利于教育改革的创

新和成果的推广。
第二，定期召开教育科研成果汇报会。成果汇

报会分为院一级的和校一级的。院级的成果汇报

会主要在校级成果奖评审前，由各院教务办公室

组织相关专家、学生和同行参加。这也是学校进行

教学成果奖评审的前奏，既可以避免评审中专家

因时间不允许而无法详细阅读上报材料影响最终

成果的评定，又可以及时指出汇报成果中所出现

的一些问题，为以后研究的开展指明方向，提高结

题质量，同时还可以在无形中消减教师们对成果

奖评审中的种种疑虑。校级的成果汇报会由教务

处主办，报告会时间可在每年度校级教学成果奖

评审会后，请所有获得一等奖的教学成果奖主持

人或相关人员向全校师生汇报其成果。成果汇报

会不仅是检验成果质量的重要手段，同时也为各

院教师相互学习、改进教学提供了机会，有利于推

动教育科研成果的应用。
（二）整合教学资源，加强教育科研课题合作

严格意义上来说，教学成果并不是一个单独

的教育科研课题，而是多个相关课题的整合，以更

好地促进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

务三大职能的发挥，整体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增强

教育科研的后续能量。
湖南农业大学于 2009 年对 17 个实体性的二

级学院下的一百多个基层学术组织进行了优化设

计，将之前的“系、教研室、实验室、研究所、研究中

心、实验中心、研究基地、实验教学科研中心、专业

（课程）小组、基地管理中心、实验室管理中心”以
专业或课程群为依据成立“系”，各院再另设一综

合性的实践教学中心，并在《湖南农业大学教学基

层组织工作条例》中明确规定各基层组织应根据

专业与课程群特点，结合教学改革规划，组织教师

申报教学研究课题。基层组织的优化为促进各院

各系之间的沟通、交流、合作，形成教学研究的合

力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为更好地整合教学资源，在课题申报前实行

分块申报。即在课题申报中，分教师个人申报课题

和团体合作课题。在省级、国家级课题申报通知下

来后，教务处应及时要求各院组织学科带头人进

行会议讨论，根据各院实际情况，向教务处告知其

申报意向；教务处在汇总各院意向后，作出初步分

析，再次召开各院院长，教学与科研工作的分管副

院长会议，根据学校的具体情况，对申报项目进行

整合，形成各院在教育科研上的互动合作。在校级

教改课题的申报上，教务处应该结合教育部、省教

育厅的立项指南，结合本校的发展制定符合本校

实际的课题指南，正确引导课题的申报，调控好教

改方向。校级校改课题分重大课题和一般课题两

类。重大课题以团队名义或单位名义申报，一般课

题以个人名义申报。重大课题依据实际需要加大

资助力度，鼓励跨学科、跨部门的合作研究，鼓励

教育理论工作者针对教育教学实践工作存在的实

际问题进行专业引领与智慧共享的“对话”，形成

教育理论者与实践者真正协作性的“研究共同

体”，促进教育理论与实践者的共同发展[4 ]。
教育科研项目申报成功后，在整个课题研究

过程中，团体合作申报项目的主持人所在的学院

或领头的学院应为参与课题研究的各院之间的交

流与合作负责。这种合作不仅是分管科研的院长

们之间的合作，还要加强同一级学科下的科研合

作，以学院老师的微观研究为基础，提升教育科研

层次，最大程度上利用各研究成果，以提高教学改

革实效。教改课题的管理不仅是教务处的事，同时

也是各教研室的日常工作之一。教研室主任有责

任重点掌握本教研室教师的教改情况以及粗略了

解本院其他教研室教师的教改情况，为教师们的

教育科研整合提供切实服务。
（三）进一步健全课题管理制度，加强课题的

过程管理

每位课题主持人和课题管理人员都应该以

“一切为学生全面发展，一切为学校更好发展”为
出发点和目的，真正为提高教育质量做课题。学校

教务处的工作不仅是上传下达，更要主动工作。在

课题的指南设计、申报、评审、立项、开题、中期检

查、结题鉴定、成果评奖和推广应用各个工作环节

的衔接与递进中，学校教务处，包括课题设计者、
立项评审者、课题组组长、开题论证者、中期检查

者、结题鉴定者在内的所有人员都要强化参与意

识和质量意识，不能有“各扫门前雪”的态度。学校

教务处和各学院的课题管理组织都要致力于为课

题主持人营造最有利的研究环境，持续保持对课

题研究质量、管理过程及管理实效的关注，了解课

题的研究进展，不定期地检查课题研究现状。
《湖南农业大学教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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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湖南农业大学的校级教育科研项目的评审、结
题与鉴定实行的是专家评审制。评审中以教学委

员会、督导团的专家为主，很少有外校的参与。教

学委员会由各院院长和部分职能部门负责人、校
领导组成，如果不是学校的人事变动，教学委员会

成员很少变更。这就容易出现“打招呼”“互相帮

忙”“给面子”等不正之风。针对这一情况，在参与

教育科研项目的申报、评审、管理、结题与鉴定的

专家中，应根据每次立项课题的具体情况，增加学

校相关学科带头人、专业负责人的比例。与此同

时，还应建立配套的相关管理条例，对各位专家在

评审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进行详细说明。
制度的出台是管理的第一步，但制度是否能

得以严格执行，还需要有后续的政策跟上，以不断

改进条例，使其符合目前课题研究的发展，因此必

须建立“问责制”。问责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一是

问责课题主持人，二是问责课题管理者，三是问责

课题评审专家。问责课题主持人是对其在课题研

究中是否真正尽力，并取得实质性效果的问责。问

责课题管理者是对其在课题的申报、评审、管理、
结题与鉴定中是否认真履行其管理职责的问责。
问责课题评审专家则是对其在课题评审过程是否

按学术规范办事、是否公正公平的问责。
高校教育科研课题管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要提高教育科研质量，学校和课题管理部门都必

须树立“教改兴教”和“教改兴校”的理念，将教育

科研和教育教学改革作为学校发展的“第一推动

力”，严格按制度办事，并随着工作的开展不断更

新制度条例，同时也需要学校各院的密切配合和

各级课题管理部门的齐心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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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blem Analysis on Higher Educ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Management

LUO Jian-ying, ZHANG Yan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The management of educational scientific research-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irectly affects the teachers' enthusiasm of pursuit and determines the outcome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reform. Taking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we found out many problems
such as the weak management of project achievement transfer and application, the sluggish management of the
project by the relevant department and the unbalanced final evaluation and acceptance standard. To improve the
higher educ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management, we need to strengthen the role of project management department
in achievement transfer and application,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resources for cooperative research
and to perfect the research project management regulations and to tighten the inspection on the process of project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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