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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重视高校教研课题申报质量工作, 对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青年教师在申报课

题时还存在着不能恰到好处地确定课题名称,确立研究内容时缺乏科学思考, 构建研究队伍时明显急功近利,

论证材料表述也是应付了事走过场,学术品质不足、投机心理比较明显等问题。在分析高校青年教师申报教研

课题误区基础上提出应对策略,既有利于青年教师专业化成长, 又可以促进高校科学管理与质量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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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学研究是运用教育科学方法, 有目的、有计

划、主动探索教学实践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实际问

题的一种科学认识活动。一线教师进行教学研

究,本质上是在更高的水平层次上展开教育教学

活动, 从而使实际教学工作逐步向最优化方向发

展,同时也使课题组成员专业化程度获得提高、学

术素养得到提升。高校加强教研课题质量管理,

既是科学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又是教学管

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重视高校教研课题申报

质量工作, 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高校参与教学研究的队伍人数, 与其获得立

项课题的数量呈正相关。例如, 江西省的高校教

学研究每年基本保证省级教研课题 600项, 各高

校校级教研项目根据其重视程度确定立项总数

(少则 10项、多则五六十项 ) ,每个项目按 5个研

究人员计,每年每批次约有近万人 (次 )经常进行

教学研究工作。如果从个体的课题申报行为角度

考察, 则每年每批次参与其中的人数远远比这多

得多: 每所高职院校少则几十近百人,一般普通本

科高校三四百人,规模大的高校多达七八百人,可

见其研究队伍之庞大。

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这支队伍的中、初

级职称的年青教师占的比例相当大,他们或者因

为课题研究经验不足, 在教研课题申报或立项研

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往往常见而普遍, 因此,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教研课题研究质量的学术水平

层次的提升;或者因敬畏于课题研究 �高不可攀 �

而视之为 �禁区�,以至于无法着手或者不能有效

地进行教研课题研究工作, 虽然尝试性地参与其

中,但立项率很低。另一个事实是: 针对这些问

题,各层面管理者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够从有效管

理的角度进行全面梳理与研究, 也就不可能针对

问题提出规范的应对策略来指导或服务于教学课

题研究的实际工作。因此, 广大教师尤其是涉足

课题研究领域不深、经验不足的青年教师在教研

课题研究过程中 �捉襟见肘 �或者困难重重。

那么,高校青年教师在教研课题立项申报中

常见的问题有哪些? 如何走出其误区? 从有效管

理角度而言,不妨对此进行必要的探索。笔者结

合实际管理工作,对此进行了一定意义上的梳理,

发现问题主要表现在课题名称定位、研究主题确

立、组建研究队伍、论证申报材料、提炼课题学术

品质以及部门指导与管理等方面。

一、确定课题名称:不能恰到好处

申报课题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根据需要选题并

给该课题确定一个恰当的 �题目 �, 这项工作的质

量如何,直接影响到课题研究能否顺利进行。一

般要求题目命名恰当、抢眼, 这是入围的先决条



件,但经验不足者在拟定课题名称中通常犯以下

两个毛病:

(一 ) 混淆不同性质的课题研究

初涉教学研究领域者, 因为对其含义把握不

准确, 很容易与教育科学研究相混淆,例如, 有人

将 �中外农村医学教育比较研究 �问题作为教研

课题申报,其实这是一个典型的教育科学研究课

题,结果可想而知。那么该如何区别这两类课题?

第一, 看问题的指向是教育问题还是教学问题;第

二,看解决的问题是认识问题还是行动问题; 第

三,看最后的成果形式是论文、专著还是方案、应

对策略; 第四, 看成果去向主要是给别人阅读, 用

来交流还是供自己应用后可以推广的。由此不难

看出: 前者是教育科学课题, 后者是教学研究

课题。

由此可知:教育科学研究侧重于基本理论研

究或一般方法论研究, 目的在于寻找教育理论和

教育实践中的一般规律、原则或方法论以指导实

际工作, �实践检验 �不是其成果的必经途径; 教

学研究是教学的具体行动或专项工作研究, 针对

教学实践现存问题提出的具体工作方案或策略以

改善现状, �实践检验 �是教学研究成果的必经途
径,它更注重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效果。明乎此,

就不会 �张冠李戴 �。

(二 ) 课题表述不恰当、提炼不简约

表述不恰当主要有四种表现: 一是错把 �文

章标题 �当做 �课题标题�。文章标题与课题标题

的根本区别在于:思想内容的容量上明显是前者

�小�而后者 �大�,形式上的区别标志是前者没有
标志词,后者有 �研究 �作为标志词。二是没有理

顺思路,影响表达效果。像�如何利用 �中国近现

代史纲要�课,培养当代大学生的人文精神 �课题

名称, 如果直接说成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教学
与当代大学生人文精神培养研究 �则更恰当, 它

所揭示的意义更使人一目了然。三是课题档次明

显低下,缺乏分量。如校级教研 �我校 /院物理实

验室建设研究 �与 �XX大学物理实验室建设研

究 �、省级教研�XX大学物理实验室建设研究�与

�XX省高校物理实验室建设研究 �的课题名称:

两者就有明显的级别档次上差异。四是结构糅杂

或课题研究范围超出规格。例如, �高校双语汇

双语实践现状分析及中、加、法等国双语教学之比

较研究 �的校级教研课题名称, 既属于 �一题多
研 � (有多个主题 ), 又属于课题研究范围超出规

格,即至少可以作为省 (部 )级课题进行研究。

课题名称要求简明。请比较以下课题名称其

优劣立现: �实验科学创新,建设 �绿色 �实验室 �

与 �科学创新与 �绿色 �实验室建设研究 �; �改革
计算机实验教学体系, 提高学生计算机应用能

力 �与 �计算机实验教学体系的改革与实践研

究 �。由此可以看出, 课题名称一般用陈述性的

短语句式,这个短句原则上是主谓句或者偏正式

短语结构。其简明性还表现在课题名称的字数原

则上不超过 20字符; 当然, 特殊情况像 �如何利

用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课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精
神 �,其中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可以看成一个特

殊的 �整体结构�。此外, 还要注意标题中不要多

出不必要的字、词,如果用偏正短语结构做标题,

其中 �定语标志词 �不宜过多, 因为就课题名称而

言,偏正式的短语结构通常是一个 (大 )定语和一

个中心词。

二、确立研究内容:缺乏科学思考

课题名称定位意义非同小可,确定课题研究

的主要问题 (内容 )同样重要。从管理实践来看,

青年教师这项工作中存在着以下明显的问题。

(一 ) 小题大做,缺乏深度

�小题�到底值不值得 �大做 �, 要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比如有人决定对 �讨论教学法�和 �实验
(学业 )成绩网络管理�进行教学课题的 �专题研

究 �,如果以此为题写篇文章尚可, 其前提是作者

须拥有相当的 �独得体念�。但如果以此作为教

学研究的一个 �专题�进行 �立项 �就不必了,因为

这样的课题研究涉及的问题面太小,也没有深度,

除了拾人牙慧, 并不能给人什么 �新意 �或 �深刻

的问题揭示 �。更何况, 课题研究体现的是一种

学术水平,而学术水平是讲究一定深度的。并且,

课题研究的学术水平首先体现在申报人对主题的

确立层面上。在实际工作中, 有些课题组在选题

并确定研究主要问题上,没能注意到这一点,以至

于 �立项的先天性 �明显不足。

(二 ) 形式主义,内涵不足

江泽民同志在接见 �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

要 �实施十周年工作会议代表的讲话中曾经指
出: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是国家兴旺发

达的不竭动力。� �创新 �从此成为一个时髦的话

题,问题在于是否凡事必言 �创新 �? 在高校教研
课题申报中, 类似的问题屡见不鲜: �创新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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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充斥教研领域, 比如 � �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概论 �教学中培养

大学生创新思维研究 �的课题申报。本来, 这 �三

者 �在理论体系方面确实各有其自身独到的 �创
新 �之处,并且其内容本身也确实博大精深, 它至

少有三个层面的问题值得认真研究:一是其逻辑

起点问题, 即三者的理论体系在 �创新 �上的异

同,以及为什么有这些异同。二是深层次问题探

讨之一,即这些异同在当代高等教育培养大学生

创新思维的实际工作中的现实意义如何。三是深

层次问题探讨之二, 即当代高校如何利用这 �三
大理论体系 �来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思维, 这样做

可能获得怎样的预期效果。凡此种种,像这样内

容丰富的课题研究是很值得的,可惜,申报人并没

有从这样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只是适应 �创新 �
话题的 �与时俱进 �的形势需要而不求甚解, 把问

题想得太肤浅了,以至于论证的内容贫乏无力,明

显地流于形式,结果在评审中被淘汰。

(三 ) 不自量力,盲目申报

如前所述,通过 �三大理论体系 �教学来培养

大学生创新思维的课题研究, 是需要相当驾驭能

力的, 以此作为研究对象, 则非一般常人可为之

也。与其勉为其难,不如退而求其次,因为它需要

真正高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并且, �创新

思维�培养虽然重要, 但并不是一切事项或过程

都适合培养 �创新思维 �的。就一般 �研究 �而言,

从是否适合的角度来看, 高等教育教学研究中有

许多比 �三大理论体系 �更容易驾驭、更方便培养

�大学生创新思维 �的课题研究。再者, 当前的

�双语教学 �是又一个热门话题, 但在目前, 我国

的双语教学有两大问题没有解决: 首先是困扰双

语教学的 �三大瓶颈 �, 即师资和语言环境 (局

限 )、本土教材 (缺乏 )。其次是双语教学中的 �三
大争议 �,即 �损伤 �母语学习、�损伤�其他学科以

及教学如何评价。这样的问题尚未解决好, 而我

们一些教师本身外语水平未过关, 动辄进行 �双
语教学研究与实践 �是很不明智的。此外, 老调

重弹、不合时宜、好大喜功、不着边际、低效重复、

主题撞车之类的问题,凡此种种,都是盲目申报或

故步自封的 �观天 �结果。
综上所述,课题名称、主题的确定, 要注意根

据相关的课题指南以及解决课题问题研究的需

要,充分发挥语文水平, 有效运用语文能力, 做到

精当提炼、简明扼要、恰到好处、准确表达,同时注

意避免随大流的形式主义和随便 �定调 �的盲动

主义。

三、构建研究队伍:明显急功近利

课题研究的队伍构成, 对于课题能否获得立

项以及立项后的研究工作能否顺利开展起着决定

性的作用。在课题立项申报、研究过程中,由于各

种利益关系的影响,在一些课题组确定的队伍结

构中, 通常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 �借鸡生蛋 �: 即先用他人之名申报立

项,之后通过 �调整归位 �,主要存在于较高级别
(校级招标、省部级课题 )项目申报之中, 对象主

要是职称或学历条件不够者。二是实际研究人员

不足: 课题中附带的挂名人员太多, 真正的 �研究

人员�太少, 有些课题在 �足额 �甚至 �超员�的队
伍中真正 �做事的�就 �一个人 �, 其余是 �甩手老

板 �。三是正高职称的人员少: 可能因为没有科

研压力或科研动力不足的原因, 一般正高职称的

教授们不愿涉足课题研究, 尤其是不愿涉足教学

研究的课题领域。四是课题队伍缺乏梯队优势:

总体情况是, 就某些院 (系 )或高校来说, 真正能

够做一些课题研究工作的, 似乎总是那有限的几

个 �样人 �, 以至整体研究的后劲或潜力明显

不足。

针对上述情况, 窃以为教研课题要坚持 �质
量立项 �,申报者要量力而行, 根据教学研究实际

需要, 从自身研究能力、专长、经验到职称层次、学

历层次等方面综合考虑, 合理确定适当的队伍成

员,设定课题参与人顺序,依照能者多劳、论功排

位的原则落实;各申报单位部门,应当重视教研课

题指导工作,大力倡导崇尚科研风气,推行课题研

究导师制度,逐步形成梯队优势;高校职能管理部

门要注意整治课题环境,加强服务于管理工作,完

善课题管理制度,努力实现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并

积极促成群众性教学研究的良好氛围。

四、论证材料表述:应付了事走过场

课题申报书除 �信息简表�外, 论证部分的主

要内容有: 课题的立项背景与意义 (包括国内外

相关研究现状分析,课题对促进教学工作、提高教

学质量的作用和意义 ) ;课题实施方案 (包括具体

研究内容或对象, 拟达到的目标、解决的关键问

题,设定预期成果形式,预期效益,实施计划,课题

的特色、创新及推广应用价值, 研究思路及主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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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法 ) ;课题研究基础 (即完成本研究项目的条

件分析, 诸如人力财力、经验储备、占有文献资料

情况、经费预算等 )。这些内容的具体表述, 其篇

幅因课题类别不同以及管理制度与具体操作的要

求不同而不同。尽管如此, 各项内容在表述上有

一个共同的基本要求,即需要分 �项 �或 �栏目�准

确而有效地进行填写并获得论证的效果。但从大

量实际调研中获得的信息来看, 事实上却不是这

样,发现论证过程中: 对重点内容、关键内容 (如

研究的具体任务、研究假设 )或丢三落四、视而不

见,或无话可说、应付了事; 填写区分难度较大的

内容或张冠李戴、不贴题, 或废话连篇、颠倒重复;

或者预期目标与效果模棱两可, 或者成果形式设

定不当; 或者缺乏统筹规划,进度安排不科学, 阶

段性工作不具体甚至前后矛盾,等等,问题多多。

以上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立项论证不充分,

没有说服力。如何避免? 对申报人而言, 首先,要

思想上高度重视, 不要应付了事, 也不要 �随大
流 �,不申报则已, 一旦申报, 必当尽自己最大努

力,追求最理想的结果 (比如立项后能作为范

本 )。其次, (在这个前提下 )利用已有的语文常

识,根据各部分内容表达需要, 认真理清思路, 慎

重下笔,反复推敲,直至自己满意。再次, 不耻下

问,多向行家请教,诸如参考 �范本 �、参加立项申

报专题讲座等,都是行之有效的途径。具体就某

个内容而言,比如针对进度安排: 一般说来, 课题

研究过程中的时间安排要注意连续性, 即使 �无

所事事 �也要 �无中生有�, 时间安排上不要 �断

裂 �;另外一个意思是: 各研究工作的时间安排,

原则上根据该工作在课题研究过程中的地位、人

力财力、操作的难易程度等因素予以考虑并进行

合理安排,时间安排上要尽量体现课题研究中各

阶段研究性工作的实效性、时间分布的合理性、整

体安排的科学性,杜绝随意安排。

五、学术品质不足:投机心理比较明显

这里着重谈谈研究工作中的学术品质问题。

高校课题研究中也有机会主义。机会主义作为一

种思潮在课题研究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直接影

响课题研究的学术质量。

(一 ) 研究内容和预期目标理想化

为了给评审专家一个 �好印象 �、得以立项,

有的申报人往往在其申报材料的研究内容、预期

目标的设定上追求高、大、全,一旦获得立项,在研

究过程中则想方设法降低标准, 以至结题的 �研

究结果 �与该课题申报时的预设规定相差甚远,

这种行为具有明显的蒙骗性, 同时也暴露出其不

良的学术品质。其实,人贵有自知之明, 只要 �量
体裁衣 �、�量力而行 �, 这种问题就不复存在了。

并且, 事实上通过 �项目调整 �来减少 �研究内

容 �、降低 �预期标准�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

那么,怎样才能使课题研究的内容或对象具

体化? 从经验的角度来说, 首先, 明确这里的 �研

究内容 �其实就是课题研究的 �主题 �拟落实的总

任务。其次,分解总任务化为章、节、篇,逐项列出

课题要解决的具体问题, 注意这些具体内容之间

的关联性,以及与课题研究总的实质性问题的关

联性。再次,分层次表述这些具体问题,注意其内

在逻辑性 (主次关系 )。这样, 课题的预期目标的

客观性就有了根本保障。

(二 ) 项目经费预算不合理

注意�申报书�中 �研究项目经费预算 �的填
写问题。一般人填写这个栏目, 认为填一个数肯

定比不填好, 填大数比填小数好, 于是 �碰运气 �

心理很突出。其实,填写这个栏目的内容同样需

要慎重,因为重点资助项目的数额远比一般项目

数量少, �狮子大开口 �的结果会适得其反。如果

课题申报人觉得自己申报的课题确实意义重大、

影响非常或者竞争 �实力强 �, 则填写时也要尽量
考虑 �预算合理、有度 �, 不要 �漫天要价 �而随便

填写。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把握 �预算合理、

有度�的 �理 �和 �度 �? 首先要明确: 在通常的

�限数 �范围内申请课题经费, 则获准的可能性大

些,反之则可能性小些, 不要在 �碰运气 �心理支

配下 �预算 �经费。具体操作是: 逐项列出 �支出

项目�,合理分配具体 �金额�,说明必要的 �依据
或理由 �, 并使这个理由务必 �充分 �, 使人信服,

认为确实必不可少。

(三 ) 随意改动原表样式和项目内容

课题研究�申报书 �的设定是相当有讲究的。

有些申报人喜欢我行我素、标新立异,随意改动原

表的样式,结果使一个完整的申报表被弄得面目

全非。还有任意改动 �项目内容 �的, 比如调研中

发现: 有人将校级教改课题 �申报书 �之 �部门审

查意见 � (第八项 )改成 �基层学术委员会意见 �;

将 �教学研究管理部门审查意见 (第九项 ) �改成
�校学术委员会意见�,而�申报书 �中第十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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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 �学校评审意见� � � � 这样改动的结果,把一

些 �相关管理职能 �抹杀了。

其实,这个 �八、九、十�的设置很有讲究: 它首

先具有 �职能层级性�, 其次具一定的业务权威性。
总之,至少是申报人不能随便动的。因此有必要提

醒:不要我行我素, 不要对 �项目内容 �做任何改

动,严格按照样表及表中设定的指导性意见落实

之。如果确因篇幅需要必须 �添加页面 �的,应当

�整页整版�调整、设置,以保证原表的基本样式。

六、部门指导审核:管理有待加强

各高校 (院系 )部门对本单位申报材料的把

关问题, 比如对申报队伍中的成员的职称、学历、

(高校 )工作经历等人的自然情况落实问题以及

签署审核意见等,都有待于从严落实,以便体现公

平、公正原则。事实上,有的单位做这些工作是在

走过场:职能管理者从收集材料、�初步审查 �到

�汇总造表�、�部门领导签字 �, 再到最后报送申
报材料到有关职能管理部门, 实行 �申报人一条

龙服务 �。在这个过程中, 课题管理的职权 �下

放 �没有底线,申报人始终在前台唱 �主角�,以至

职能服务管理者对申报材料连看都不需要看, 仅

以签字、盖章代审批,这样很不利于发现到底 �有

什么问题�� � � 使得送交的材料不是格式方面出

问题, 就是实质内容方面问题成堆, 有的是兼而有

之。另一方面, 一些为低职称申报人出具 �推荐

信 �的问题主要有:用 �无关理由 �凑篇幅;评价性

用语过满;申报人自己写 �推荐信 �; 代 �推荐人 �
签字等等,而职能管理者在审查这种材料时,则大

开 �绿灯�。

总之,高校青年教师教研课题申报中的问题

涉及方方面面。对此, 明确的要求是: 一方面, 申

报人应当严格按照当年关于 �教学研究立项课题

申报的通知 �要求, 认真填报 �项目申请书 �。另

一方面,各部门对本单位申报材料的审查应当从

严把关:首先是分管领导从业务管理角度把好第

一关, 严禁低质量申报材料上评审席;其次是基层

学术委员会组织好评审工作专项会议,并从学术

角度针对课题研究的论证内容包括课题研究问题

的现状及前景、目的与意义、特点与创新、研究项

目的基本内容与研究方法、现有条件分析、预期目

标与主要成果形式、研究成果应用转化的措施及

市场预测、研究进度安排、经费预算诸事项进行严

格的全面审查后,根据不同项目作出相应的客观性

评价意见,并有单位负责人署名、加盖公章。这样,

才能确保教研课题申报的工作质量和学术水平。

(责任编辑 � 马双双 )

How Can Young College Teachers Get Rid of theM istaken Ideas in

Applying for Teaching�Research Projects

CH EN M eng�ran
( Inst itu te ofH igher Educat ion, J iu jiang Un iversity, Jiu j iang 332005, Ch ina)

Abstract: Importance shou ld be attached to co llege teachers�applicat ion for teaching�research pro jects be�
cause it is of sign ificance to the im provem ent of teach ing qua lity. H ow ever, there ex ist severalm istaken ideas

in young teachers�applicat ion. They usually fail to choose proper nam es for the ir research projects, are lacking

in scient ific think ing in determ ining the ir research conten,t show s eagerness for instant success in selecting

m em bers of the ir research team s, are perfuncto ry in presenting the ir support ing m ateria ls, and have the prob�
lem o f inadequate scho larsh ip and an apparent opportun istic m ind. Based on an ana lysis of these m istaken ide�
as, this paper suggests som e m easures to get rid of them, wh ich are not only benefic ial for the professiona l

grow th o f young teachers, bu t a lso can im prove the sc ientific m anagem ent and the quality construction of co lle�
ges and un iversities.

K ey words: co llege and university; young teacher; teach ing�research pro jec;t m istaken idea in project appli�
c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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