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撰写课题申报书 

——基于评审标准及申请书问题 



选题方面的问题 

（1）选题中问题查找不准，夸大了研究问题的价值 

（2）“工作”与“研究”混为一谈，以“工作”代替“研究”，选题价值大打折扣 

（3）研究题目的表述缺乏基本的学术规范，词不达意，不知所云；喜好“自造新
词”“套用词汇”，虚假创新，无视基本的学术规范与学术术语 

（4）研究题目选题具有随意性，忽视前人研究的成果，喜好另起炉灶，动辄称“填补
空白” 

（5）盲目借用其他学科、其他视角进行选题表述，无视相关学科视角的适切性 

 

 



设计方面存在的问题 

（1）文献综述薄弱，文献综述的方法、思路存在一定问题，存在简单堆砌，综而不述、

述而不评等现象    

（2）研究方法使用缺乏针对性，罗列多种研究方法，缺乏对研究方法使用目的与方法

等有针对性描述，有简单拼凑罗列之嫌 

（3）研究内容方面的问题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鸿篇巨制，有意扩大研究的

内容与范围，增加立项的可能性；二是研究内容与研究主题不契合、不扣题 

（4）研究的技术路线等方面也存在缺乏可行性、虚假撰写等问题 

 

 





课题评审标准 

课题评审标准即课题申请书的质量标准 

评审标准共5条 

权重最大的是“课题设计” 

权重次大的是“选题意义” 

 



选题评审标准 



选题意义的要求 

选题意义强调两个要点：创新性和应用性 

“创新性”是任何研究选题的共性要求 

“应用性”是教育实践研究的特别要求 

对教育实践课题而言，“应用性” 也是创新性的衡量标准之一 

其反面是“重复性工作” 

 



选题领域和提炼 

从熟悉的领域提炼出课题： 

——从理论和实践的现象中提出本质性问题 

——从问题中确立核心概念 

——从国内外研究现状中找到起点和参照 



问题意识 

实践---困惑---问题---课题 

实践：熟悉领域中积累的经验 

困惑：实践中矛盾和纠结 

问题：分析、思考和阐述 

课题：以明确变量为标志 

 



问题类型 

新问题（创新特点）要有理论和实践基础 

旧问题（沉寂领域）要有延伸或扩展新意 

热点问题（观点混杂）要做历史经验思考 

将问题通过概念化的步骤提升至理性分析层次 



选题常见问题 

——“选题中问题查找不准，夸大了研究问题的价值” 

1.讲清研究背景和目的 

2.实践课题通常i慎重阐述“理论价值” 

3.选题的实践价值要尽量限于同一平台谈“价值” 

——教学方法研究的可能贡献，在教学平台谈“价值” 

——学校管理研究的可能贡献，在学校层面谈“价值” 

 

 

 

 



设计评审标准 



申请书的重点 

申请书共10个表格 

最重要的为第四表：“课题论证设计” 

上述“选题意义”和“课题设计”两项内容主要体现在第四表格中 



表四的提示 



课题设计的要求 

目标明确——与研究假设有关 

内容充实——与研究对象有关 

思路清晰——与研究方法有关 

其反面是“空泛”“模糊” 

 



1、核心概念和研究评述 

三个问题： 

1.课题的表述：尽可能将要研究的问题或方法清晰地反应在题目中 

2.题目中尽可能包含课题的核心概念或关键问题 

3.核心概念的界定需要通过研究述评完成 

研究述评即文献综述 

 



研究评述 

搜集、鉴别、整理文献，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形成对事实的科学认识  

文献资料的查阅：依据研究对象确定范围，广泛查阅 

文献资料的积累：长期关注某问题，持续积累各种相关资料 

文献资料的整理分析： 

用量化和质性方法整理资料，判断资料价值，分析多种文献的共同指向 

 



文献综述常见问题 

——“文献综述薄弱，文献综述的方法、思路存在一定问题，存在简单
堆砌，综而不述、述而不评等现象”   

1.文献查阅，由近及远、由点及面 

2.文献分析，认真阅读，寻求理论、方法、经验和教训 

3.文献理解，吃透关键文献的观点、方法，找到本课题的起点 

 



查阅和积累 

纵向收集资料：历史资料，了解事物发展过程 

横向收集资料：现状资料，了解事物发展关系 

分类收集资料：理论类、政策类、实践类（经验、技能、案例、数据
等），了解相互关联 

 



整理和分析 

历史资料整理：大事记，描述事物发展曲线 

现状资料整理：分类整理，梳理各类别的状况——理论观点、政策指
向、实践问题和经验等 

文献筛选：剔除无价值资料；价值排序 

分析文献：通过事物发展历史、理论研究热点和共识性结论、实践问题
及政策导向等，为研究提供背景和基础 

 



评述文献 

介绍文献来源及其价值 

陈述文献分析方法和过程 

描述文献分析结果及对问题的判断 

提出发现的问题，指向本课题研究的方向 

 



2、选题目的、意义和价值 

选题目的指问题背景，重点说明“为什么研究该题目” 

意义和价值主要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叙述 

理论方面的意义和价值需要通过学术性文献述评阐述 

实践方面的意义和价值需要通过实践性文献评述阐述 

实践性文献包括政策、经验、现状调查等 

 

 

 



题目表述常见问题 

——研究题目的表述缺乏基本的学术规范，词不达意，不知所云；喜好
“自造新词”“套用词汇”，虚假创新，无视基本的学术规范与学术
术语 

1.陈述句式（特定内容的逻辑组合） 

2.规范词语（规范、有特定含义、通用） 

3.不加副标题（锤炼题目）  

 

 



3、目标、内容、假设和创新点 

目标是问题的预想答案 

目标通过内容进行分解 

总目标与具体目标（子课题）关系 

 



内容 

内容是目标的结构性分解 

研究对象的选择、研究领域的限定、研究工作的重点和难点等 

有的内容主要是横向展开，如分组同时展开 

有的内容需要梯次推进，如依据前一阶段结果，进行下一阶段研究 

研究内容围绕假设展开 

 

 

 

 

 

 



内容常见问题 

——研究内容方面的问题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鸿篇巨制，

有意扩大研究的内容与范围，增加立项的可能性；二是研究内容与研究
主题不契合、不扣题 

1.选题忌大而泛，内容忌多而浅 

2.研究题目及内容以具体而深入为佳 

3.内容由主题分解而来 



假设 

根据已有材料，对事务原因与发展所作是推测 

研究是对假设的证明（用证据） 

被证明的假设便成为理论（实现目标） 

假设的建立既可以是因果，也可以是相关： 

——学习兴趣与学习成绩成正比，与课业负担成反比 

 

 

 

 

 

 



创新点 

通常在理论、资料、方法中显现 

——理论的创新：假设获得证明（学术思想、学术观点） 

——资料的创新：获得全新数据（新材料、新证据、新发现） 

——方法的创新：创造解决问题的方法（新方法、新途径） 

 

 

 



创新点常见问题 

——忽视前人研究的成果，喜好另起炉灶，动辄称“填补空白” 

1.经验判断：儿童教育领域少有空白 

2.一般性观念、意见、建议，通常不属于“创新点” 

3.申请书中所写创新之处均为“可能性” 

 

 

 



4、思路、方法和流程 

思路指证明假设的路线设计 

思路属方法论层面的考虑: 关注方法选择 

   ——依据内容需要选择恰当方法 

方法属操作性层面的考虑: 关注操作技术 

   ——依据技术路线设计具体做法 

 

 



方法选择 

依据目标和内容的需要而选择方法 

依据解决问题的需要而改造方法 

多种方法的结合，考虑好相互关系和顺序 

 

 

 

 



方法设计常见问题 

——研究方法使用缺乏针对性，罗列多种研究方法，缺乏对研究方法使
用目的与方法等有针对性描述，有简单拼凑罗列之嫌 

1.方法与内容完全对应 

2.方法要随内容展开设计 

3. 方法分出主次 

4.“文献”方法通常不是实践研究的主方法 

 

 

 

 



“借用”理论方法常见问题 

——盲目借用其他学科、其他视角进行选题表述，无视相关学科视角的
适切性 

1.套用其他学科理论分析框架，要符合研究对象的需要 

2.借用其他学科方法，要符合课题内容的需要 

3.对方法的改造，要给予逻辑的说明 

 

 

 

 



流程 

为完成研究而采取的包括手段、步骤、方法等在内的研究途径 

途径中的每一步骤要阐述清楚并具可操作性 

研究途径可以采用流程图或结构示意图说明 

——树形图：将研究对象、方法、拟解决的问题，展示其相互间关系 

——示意图：将各内容、顺序、相互关系，方法、解决问题做成结构 

 

 

 



流程常见问题 

——研究的技术路线等方面缺乏可行性 

1.技术路线是研究的“逻辑图” 

2.技术路线按照“导航图”设计 

3.技术路线是以假设为核心将内容、方法、步骤有机组合的结果 

 

 

 



研究设计常见问题 

——“工作”与“研究”混为一谈，以“工作”代替“研究” 

1.行动研究有研究与实践同时推进的特点，但研究需保持自身的完整性 

2.工作、时间安排对研究内容和流程的束缚，必要时可注明 

3.突出“研究是对假设的证明” 

 

 

 



研究基础 

二、负责人和课题组主要成员近五年取得的与本课题有关的研究成果 

三、负责人和课题组主要成员近五年来承担的研究课题 

指：课题负责人前期相关研究成果、核心观点，已做过的研究项目、取

得的成果、基本观点 

可写：在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积累和学术贡献、同行评价和社会影响 

不写：“声望”“水平”“能力”及无关的获奖、荣誉等 

 

 



预期成果 

六、预期研究成果 

指：课题研究所预期解决问题的结果 

包括：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 

包括：成果内容和成果形式 

忌：只写成果形式，不写成果内容 

 

 



参考文献 

一般不超过20份，选择重要期刊发表的文献和著作 

一要同行公认的权威性 

二要保持文献的系统性 

三要尽量突出关键文献和最新文献 



祝老师们—— 

 

——选好题目 

——精心设计 

——成功立项 

——多出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