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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凝智计划”面向北京师范大学各相关学校从事基础教育教

学的教师和学校管理者，设置不同研究选题，以期各课题围绕国

家“教育强国”战略，深入基础教育实践，为国家基础教育改革

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支撑。本次课题研究主要采用“大专

题+子课题”的方式，具体包括：

专题一：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的实践研究

1.基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学校课程体系重构与优化研究

2.学生核心素养视角下学校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3.学科核心素养评价体系构建与实践研究

4.“五项管理”与核心素养融合的实践与效果评估研究

专题二：五育融合的实践路径与策略研究

1.学校德育一体化建设与实施研究

2.劳动教育融入教育全过程的策略研究

3.德育与劳动教育融合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实践研究

4.五育融合视角下学校课程整合与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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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三：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模式与机制研究

1.家校互动中的高效沟通策略研究

2.家校合作视角下的学生行为管理研究

3.家校社协同育人中社会实践活动的作用与路径研究

4.家校社联动构建校园欺凌预防与干预体系的研究

专题四：大中小一体化贯通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在基础教

育阶段的探索

1.拔尖创新人才早期识别与选拔机制研究

2.一体化贯通培养课程体系中课程衔接与整合的实证研究

3.一体化贯通培养的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4.一体化贯通培养中资源优化配置策略研究

5.一体化贯通培养模式下学校治理体系构建与效能提升研究

6.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心理支持与社会适应能力培养研究

专题五：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研究

1.“教—学—评一体化”视域下的大单元教学评价研究

2.中小学教师教学述评制度在教育评价改革中的实施策略与效果

评估研究

3.增值性评价在学校办学质量提升中的应用研究

4.普通高中综合素质评价的实证研究

5.新高考背景下普通高中学生“选考科目”选择的策略研究

6.普通高中教师、学生、家长对新高考的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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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六：教育家精神在中小学教育的传承与实践研究

1.教育家精神对中小学教师专业成长的影响研究

2.中小学教师践行教育家精神的实践路径探索

3.教育家精神引领下的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机制创新研究

4.教育家精神在中小学教育教学中的实践案例研究

专题七：科学教育探索实践研究

1.科技后备人才“选育评一体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2.创新科学课堂范式的实践应用与效果验证研究

3.智能技术在科学教育个性化学习中的应用与评估

4.大科学教育理念下的教师专业发展路径探索

专题八：中小学师生学习共同体建构形态及其影响研究

1.中小学学生小组合作学习形态及其影响的研究

2.中小学课堂师生互动方式及其影响的研究

3.中小学项目化学习实施的研究

4.中小学教师合作方式及其影响的研究

5.中小学青年教师专业发展方式研究

专题九：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体系与支撑资源构建研究

1.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性教育课程体系建设研究

2.中小学人工智能跨学科课程设计研究

3.人工智能技术融合学科教学设计与实践研究

4.中小学人工智能教师专业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5.基于人工智能的智慧校园建设与实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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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十：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与前瞻研究

1.未来基础教育发展新样态研究

2.未来学校教育模式与变革趋势研究

3.未来学校的空间与信息技术融合研究

4.北师大特色基础教育标杆校建设研究

其他

申报不局限于以上十个方向，研究者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

添加其他研究方向。此外，鼓励已结题且具有继续研究价值的往

期“凝智计划”课题继续申报，研究者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开

展持续研究，并注重研究内容的纵深性，具体可根据实际情况，

选择《指南》中的相关选题或自主确定研究方向和题目。

凡是自由选题者，请在“《申报书》－研究方向”中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