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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选题指南 

 

1．首都教育改革与发展综合性问题 

（1）首都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省级教育统筹的

理论与实践等问题研究； 

（2）首都教育现代化评估指标研究与评估机制建设，教育改革与世界城市

建设的协调发展，人口预测与教育资源布局结构调整等问题研究； 

（3）首都教育体制改革，教育发展模式创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等问题

研究。 

2．学前教育 

（1）新的入园高峰带来的园所规模与空间布局问题研究； 

（2）学前教育管理、投入、办学体制改革研究； 

（3）社会力量办园的体制机制创新研究等。 

3．义务教育 

（1）首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2）城市化进程中北京市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化问题研究； 

（3）北京市义务教育资源空间布局调整问题研究； 

（4）中小学办学体制、入学制度、课程体系和教学制度等问题研究。 

4．高中阶段教育 

（1）高中多样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2）普通高中学校特色创建模式研究； 

（3）高中阶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等。 

5．高等教育 

（1）深化首都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2）首都高等教育产学研合作模式创新研究； 

（3）市属高校比较优势与竞争力研究等。 



6．职业教育 

（1）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2）职业教育管理体制、人才培养模式、资源优化配置、产教融合等重大

问题的研究； 

（3）首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途径与模式的研究等。 

7．民办教育 

（1）民办教育的分类指导和分类管理研究； 

（2）民办学校法人治理问题研究； 

（3）民办学校特色办学研究等。 

8．教师队伍建设 

（1）义务教育教师“区（县）聘校用”管理体制机制的研究； 

（2）教师交流激励机制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3）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机制的研究等。 

9．德育与可持续教育 

（1）深化首都德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 

（2）学校德育的实效性问题研究； 

（3）首都开展 “可持续发展教育试验”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等。 

10．教育督导评估 

（1）教育督导体制制度改革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 

（2）现代教育评价理论与实践研究； 

（3）教育教学质量的监控与保障研究等。 

11．教育信息化与国际化 

（1）学习型城市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2）国际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的比较研究； 

（3）首都数字化教育服务体系建设研究等。 

以及其它有关首都教育改革发展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