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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大中小学课程教材研究项目 

2025年度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 

附件 2

选题指南 

 

一、重大项目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

实践路径研究 

选题说明：（1）梳理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指南》的成效经验。（2）调研提供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优秀课例。（3）调研提供各地和学校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地方重大实践和重要论述进课程教材实践成果，形成

系列案例。（4）提出构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课程教材体系的实践路径。 

（二）中国原创性教材建设哲学社会科学 29 个一级学

科整体布局研究 

选题说明：（1）聚焦 2025 年完成中国原创性教材建设

哲学社会科学 29 个一级学科整体布局的目标任务，研究确

定中国原创性教材的建设原则、建设目标和重点任务。（2）

立足新时代新要求，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现状进行

摸底，梳理分析 29 个一级学科原创性教材建设情况和下一

步建设重点。（3）锚定构建中国自主教材体系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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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制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布局方案和布局图。

（4）对中国原创性教材建设哲学社会科学 29 个一级学科整

体布局进行说明论证。 

（三）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中小学课程体系建设研究 

选题说明：（1）系统梳理 21 世纪以来我国中小学课程

体系建设历程，提炼形成中国特色中小学课程体系建设理论

框架和实践模型。（2）比较分析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基础教

育课程改革趋势，面向数字经济和未来产业发展，聚焦培育

学生的核心素养，分析我国中小学课程体系建设面临的新挑

战、新任务。（3）围绕课程门类设置、课时安排，各门课

程落实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课程目标、与课时安排相匹配的

课程内容、学习进阶要求等，提出我国中小学课程体系建设

的改革方案。（4）实证分析学科课堂教学、学生学习方式、

学业评价等对课程实施的影响，研究提出保障中小学课程高

质量实施的制度、机制等。 

（四）中小学思政课教材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研究 

选题说明：（1）结合价值观教育的特点，分析中小学

思政课教材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功能定位。（2）

梳理各学段思政课教材中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情

况。（3）实证分析师生对教材相关内容的认知、理解和接

受程度。（4）围绕内容逻辑、语言表达、图文编排、辅助

栏目、作业设计等，提出教材改进建议及样章。（5）研究

提出评价反馈改进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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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材建设落实国家事权实践路径研究 

选题说明：（1）分析教材、教辅材料和其他教学资源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功能定位和相互关系。（2）调研教材

建设落实国家事权的主要方式、经验和问题。（3）提出教

材、教辅材料在编写、审核、出版、印刷、发行等环节的优

化管理建议。（4）提出国家、地方、学校、出版单位分级

分类负责教材建设和管理的有效体制机制。 

（六）数字教材建设标准体系及管理研究 

选题说明：（1）结合调研和实证研究，梳理分析数字

教材建设和管理现状及重难点问题。（2）研究提出基于学

习科学的数字教材开发理论框架。（3）研制数字教材建设

标准体系，试行验证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等。（4）研究提出

规范和推进数字教材建设的制度、机制和重点举措。 

（七）智能时代课程教材建设和管理发展研究 

选题说明：（1）分析智能时代知识生产与传播方式变

革对课程教材建设和管理提出的挑战。（2）研究智能时代

课程教材的内容框架、形态及其开发路径。（3）研制人工

智能技术赋能的课程教材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八）加强中国原创性教材建设评价激励机制改革研究 

选题说明：（1）根据《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

—2035 年）》和三年行动计划中“打造‘中国系列’原创性

教材”的要求，按照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安排，

以评价激励改革为牵引，研究确定中国原创性教材建设评价

激励的新举措、新机制、新体系、新生态。（2）在广泛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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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加强中国原创性教材建设评价激励的

政策文件，进一步明确建设的目标任务和建设主体，确立有

效推动中国原创性教材建设的评价激励原则、标准和办法。

（3）对中国原创性教材建设评价激励政策文件进行说明论

证。（4）针对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中的短板和问题，梳

理总结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的好经验好做法与反映的评价需

求，吸收运用、进一步完善评价激励的政策文件。 

（九）职普融通课程教材建设研究 

选题说明：（1）结合现状分析，提出中小学职普融通

课程建设的总体要求、学段安排和实施方式。（2）提出适

应职普融通需求的中等职业学校公共基础课程教材体系改

革方案。（3）提出加强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课程共建、

学分互认和协同育人等的制度、机制。 

（十）面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课程教材体系建设研究 

选题说明：（1）面向国家战略急需和新兴领域拔尖创

新人才培养，分析高等教育课程与教材建设现状。（2）比

较分析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课程与教材建设的经验、

趋势。（3）以某一领域为例，构建本硕博一体化培养的课

程教材体系。（4）研究提出适应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需要的

高等教育课程教材体系建设政策建议。 

二、重点项目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教材工作的历史经验研究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大中小学民族语

文教材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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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小学学科教材、教学、评价与课程标准一致性

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四）基于跨学科主题学习的中小学课程综合化实施路

径研究 

（五）推进中小学艺术课程改革机制研究 

（六）义务教育信息科技数字教材开发与使用研究 

（七）促进高中学校多样化发展的课程教材建设研究 

（八）特殊教育学校课程实施与教材使用现状及改进策

略研究 

（九）先进制造业领域职业本科优质教材建设研究 

（十）人工智能技术赋能职业教育教材动态更新机制研

究 

（十一）“中—高—本”衔接培养专业课程教材建设研究 

（十二）理学跨学科知识体系构建与教材创新研究 

（十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配套案例

库、资源库建设研究 

（十四）普通高校专业课教材质量评价体系建构研究 

（十五）本科教育教学改革试点工作（“101 计划”）核

心教材建设研究 

（十六）新工科视域下大学化学基础课程教材创新研究 

（十七）航空航天领域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课程教材体系

建设研究 

（十八）卓越医师人才培养的课程教材建设研究 

（十九）国内外工程教育课程教材建设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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