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暨南大学第二十三批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申报指南 

为做好第二十三批（2021 年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

工作，特制定本指南。 

一、建设目标 

为认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至

五洲四海的指示，更好担当“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特殊

办学使命，讲好中国故事，传承传播中华文明，凝心聚力，

形成合力，更好地服务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大局。学校将以传

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坚持分流教学、分类培养、同

向融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强化课程体系建设，深化育人

模式改革，完善一流本科教学体系，进一步提升人才培养质

量，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助力学校高水平大学和“双

一流”高校建设。 

二、项目类别 

本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分为“公开招标类”与“普通类”

两类。 

（一）公开招标类项目 

公开招标类项目的名称及内容已确定，现面向广大教师

公开招标，择优选定申报团队完成项目建设。具体名称及描

述如下：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融入人才培养的机制研究与

应用 

以学院或专业人才培养为研究对象，基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播要素分析，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有效融入人

才培养的机制，结合机制提出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促进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具体举措，打造典型应用案例，辐射推广，

形成示范效应。 

2.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浸润式”教学模式探

索与推广 

以具体课堂教学为研究对象，以隐性教学理念等教育教

学理念为指导，通过行动研究等方法，探索基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播的“浸润式”教学模式，润物细无声，提出让学

生认同、热爱、传承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堂教学策

略，打造典型应用案例，辐射推广，形成示范效应。 

3.共生教育理念下的分流与融合教学模式研究与推广

应用 

以具体课程课堂教学为研究对象，以共生教育、个性化

教育等理论为指导，结合学校学生构成多元的特点，探索构

建具有操作性、可推广的共生教育理念下的分流与融合教学

模式，打造典型应用案例，辐射推广，形成示范效应。 

（二）普通类项目 

普通类项目包括“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专项、港

澳台侨学生专项、特色“金课”专项、实践教学专项、“国

际化教育”专项、综合类。 对于港澳台侨学生专项，学校将予

以重点支持。 



1.“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专项 

通过开展“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专项教学改革项

目，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我校本科教学中的示范引领

作用，鼓励教师创新思政课课程体系，创新教学方式方法，

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全面

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

学生头脑，将立德树人贯彻到高校课堂教学全过程、全方位、

全员之中，鼓励教师充分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创新课程设计

与教学模式，从“思政课程”走向“课程思政”，着力打通

育人最后一公里。 

2.港澳台侨学生专项 

通过开展港澳台侨学生专项教学改革项目，鼓励教师就

港澳台侨学生，华人学生及外国留学生培养过程各环节，人

才培养模式创新等方面开展改革与实践（如：港澳台侨学生

学习特点研究、分流培养的系统研究、教学内容改革、教学

方式方法创新、管理模式及机制探索等），进一步提升港澳

台侨学生，华人学生及留学生人才培养质量。 

3.特色“金课”专项 

通过开展特色“金课”专项教改项目，以本科课程体系

为主线，鼓励教师基于所授课程进行创新与优化升级，针对

该课程的教学理念、教学设计、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

考试方法等方面开展改革与实践，全面推进暨南大学特色

“金课”建设与改革。如同一门课程有多个教师申报，将择

优立项。 

 



4.实践教学专项 

通过开展实践教学专项教学改革项目，鼓励教师针对新

时期创新人才培养以及本科实践教育模式和实践教学各环

节开展的改革与实践（如：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校内外实践

教学体系建设标准、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创新管理等），

深入推进实践教学模式及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进一步提高学

生实践能力及创新创业能力。 

5.“国际化教育”专项 

通过开展“国际化教育”专项教学改革项目，以解决国

际化教育发展进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为研究对象，运用先进

的教育教学理念与教学方式方法，提出解决问题的可操作性

方案，打造具有国际化标准的课程体系，涵盖国际化综合教

育、全英教师团队建设、全英课程建设、创新创业教育等主

题，为学生今后投身国际化舞台夯实基础。 

6.综合类 

通过开展综合类项目申报，加强学校对教学改革工作的

宏观指导，调动广大教师参与教学改革的积极性，鼓励教师

结合“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根

据“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新时代高教 40 条”、“四

新”建设、“双万计划”、“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等文

件精神，围绕学科与本科专业调整、专业内涵建设、专业认

证、一流本科课程建设、教育教学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教学管理与教学质量保障、教师教学素

质提升等方面开展改革创新与实践。 

 



三、申报要求 

（一）项目实施分类申报，申请人作为项目第一负责人，

同年度只能申请 1 个项目。尚未结题的校级教改项目负责人

不能参与此次申报。 

（二）项目要以本科教学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为研究对象，

运用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与教学方式方法，提出解决问题的

可操作性方案或取得实际改革成果。同等条件下，预期成果

辐射面广、推广价值大的项目优先立项。鼓励与科研机构、

行业企业及校内其他单位合作申报，协同创新。 

（三）公开招标项目注重“理论研究+实践应用+推广辐

射”，项目负责人应具有高级职称，鼓励学院院长、教学副院

长等积极申报，鼓励多学院、多学科协同申报。 

四、研究时限 

一般为两年，自立项公布之日算起。 

五、经费额度 

公开招标类项目经费为 5 万元，普通类项目为 1 万元。 

六、申报程序 

（一）项目申请人填写《暨南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

报书》，于 3 月 9 日（星期二）前将申报书纸质版一式两份及

电子版送所在学院初审。 

（二）学院审核后填写《暨南大学第二十三批教学改革

研究项目汇总表》，于 3 月 11 日（星期四）前将汇总表及申



报 材 料 一 并 交 至 行 政 楼 226 室 ， 电 子 版 发 送 至

ojwjyk@jnu.edu.cn。未列入各单位汇总表的申报材料或逾

期申报的材料不予受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