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顶山市实验高中教科研管理制度

教育科研管理是遵循教育科研的规律，运用决策、计划、组织、控

制等基本管理职能，用科学的方法来管理教育科研工作，有效地发挥人、

财、物等重要作用，完成学校的教育科研任务。

一、组织机构

教育科学研究由校级领导负责，教科处主任具体分管，学校科研小

组人员协助，指导全校教师搞好教育科学研究工作。

二、任务

1.制定全校科研规划，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指导全校科研工

作的开展，对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提出建议和意见，为教育教学改革实

践服务。

2.组织教师学习教育政策和教育理论，开展科研方法的培训，提高

教师的科研素质，把转变教育思想落到实处，形成实施素质教育的良好

氛围。

3.负责校内各层次课题的筛选、论证、确立和实施。重点抓好主课

题的研究与实践，通过开题论证、阶段评估结题，鉴定等环节确保课题

圆满完成。负责课题的逐级申报。

4.及时总结本校的教改成果、先进教学经验；组织学校优秀教育教

学论文的评选，并及时上报。完成上级教科机构交办的有关工作，积极

参与上级教科机构组织的教育科研活动。

三、教科处的管理

教科处在业务上接受上级科研部门的指导，主动配合、及时完成市

教科处布置的有关工作，就其自身建设，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管理。



1.主动承担市级以上的科研课题，集中力量完成承担的课题任务，

并指导教师个人子课题申报、立项、实施、结题等工作，充分调动广大

教师的科研积极性，通过科研实践的探索和锤炼，促进教师素质的全面

提高。

2.组织学习和宣传教育政策、教育理论。重视科研骨干力量的形成，

发现和培养科研积极分子。在课题研究中，加强成果意识，提高研究成

果的先进性、实用性。建立必要的激励机制，肯定教师在科研中付出的

艰辛劳动，表彰优秀的研究成果。

3.做好课题的资料搜集，分类和归档工作。科研资料在形成、积累、

归档时，应注意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系统性；在建立档案时要注意

科学性和适用性。

4.组织实验教师参加省、市各级科研机构组织的各种会议及科研培

训。学校在资金使用方面向学校科研方面倾斜，将要加大投入使用力度，

以保证实验教师在实验经费上有充分的保障。

四、课题管理制度：

1.课题申报。有条件进行教育科学研究的组室或个人，均可按本制

度规定，承担校级及以上课题研究。高级教师、骨干教师是课题研究的

带头人。课题的确定可根据课题指南挑选确定，也可从组室、个人实际

出发，选择相应课题来研究。课题确定后，应按课题申报程序填写“课

题申报表”报学校教科处。

2.课题研究过程管理。课题申报后，由学校教科处汇同学校学术委

员会审批确定。课题立项后，校级课题由校教科处负责管理，市级及以

上课题由市科研所和校教科处共同管理。课题研究的管理主要是对课题

研究进行指导、督促，相关资料管理以及有关研究工作的协调。各课题



组应按课题研究计划分步进行。每月检查一次研究进度，并填写课题研

究进度表。大课题组应每二月召开一次课题组会议，汇总课题进展情况，

布置下阶段研究策略。

3.课题的结题。课题按进度完成后，应及时写出结题报告，整理在

研究过程中所积累的资料，并交校教科处审核。校教科处收到报告后，

汇同校学术委员会认真审阅，并提出改进意见，在课题组修改后应及时

将市级及以上结题报告报送相关部门，由相关部门进行评审。

五、对论文、案例、调查报告、征文的管理

本校教职工在工作中应积极撰写各种类型的科研论文、案例，调查

报告，也应积极响应有关部门发出的征文启示，撰写征文。论文、案例、

调查报告撰写完成后交校教研室，在听取教科处修改意见后，可将修改

后的论文或案例等由教科处代为转交有关部门和刊物，也可自行投稿。

征文应交组织征文的相关部门审核后上交，并在教科处登记备案。论文、

案例、调查报告及征文都应由本人撰写，不得抄袭。如发现不实，且产

生不良影响的按学校规定给予处罚。

六、考评与奖励

教职工参与教科研是提高学校办学水平的重要途径，也是教师专业

化发展的重要途径，每一位教职工都应积极参与学校的教育科研。为激

励教职工参与科研的积极性，并对科研成果的认可，学校对教科研成果

进行适当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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