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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亻ε年度国外教育调研重点选题

序号 司局 选题名称 简要调研提纲

政

法

司

国外学前教育法

律制度调研
学前教育的定位、范围、管理体制、政府权责、
模式、教师队伍建设、收费、幼儿保护、监管、

办园休制机制与运作
社会监督与评价等。

●
∠

国外学位法律制
度调研

学位管理体制、学位授予权的性质、学位分类与设置完善机制、学位
争议处理、学位自主授予与第三方认证试点探索、学位授予监管与评
价等。

●

J

综

改

司

世界主要发达国
家教育改革政策
调研

选取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如美、
其近年来出台的教育改革战咯、
化、建设教育强国的政策建议。

英、德、法、日、韩等国,深入调研
政策、举措,提出加快我国教育现代

4

国外知名大中小
学校典型案例调
研

对所在国知名幼儿园、小学、中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进行案例
调研分析,包括办学理念、发展历程、成就经验、发展趋势等,为 国
内办好各级各类学校提供参考。

匚



序 号 司 局 选题 名称 简要调研提纲

冖
︱

规

划

司

美日澳韩私立高
校治理模式调研

1。 私立高校发展现状和趋势。迂年来私立和公办高校数、在校生数、

两者比例及发展趋势,以及近年来非营利性和营利性私立高校数、在

校生数、两者比例及发展趋势;

2.私 立高校章程。私立高校章程在学校治理中的地位作用、私立高校

|章程的文本特征和内容、私立高校章程的制定程序,以及非营利性和

舅裂堂骛表勇驽霭霉姿毖鼙喜参与学校管理的方式。非营利性私立高
理方式与权限;

事会的成员构成及遴选方式、私立

.董 事会的权利范囿,以及非营利性

的遴选程序及职权、私立高校校长

性和营利性私立高校校长的比较;

}立高校经费收入结构、私立高校基
〉
方式、经费使用以及风险防控,以
′
收入的比较;

。财玫、税收等方面对私立高校的扶
性私立高校扶持措施的比较;

′
监管。政府对私立高校监管措施、
、会 )对私立高校的监管措施以及政
性私立高校监管措施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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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司 属 选题名称 简要调研提纲

‘
υ

规

划

司

主要国家教育发
展战略规划调研

1.收集主要发达国家、国际组织教育重大发展战咯规划文本;

2.分析提炼世界主要目家教育发展新趋势新理念新进展,特别是人工

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革命背景下教育改革的动向以及推进策略 :

3.在调研的基础上,提 出对我国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启

示和建议。

τ
`

人

事

司

国外高校校长及

学校管理人员薪
酬情况调研

1.调研国家或地区高校教师和管理入员薪酬情况,包括平均水平、确

定机制、增长机制、分配机制、资金来源、在社会各行业薪酬水平中

所处的位置、学校和地区之间的差异等。
2.校长、副校长的薪酬情况,包括水平、确定机制、增长机制、薪

^Ml

结构、与本校整体薪酬水平的关系等;

3。 对校长、副校长在管理精力投入方面的要求,是否允许高校领导人

员继续从事教学或科研工作。如呆允许,有哪些方面的约束和规范;

4.对高校颌导人员的考核,以及考核结呆的运用,是否在薪酬分配中

体现 ;

5.校长、副校长或教育部门负责人对高校及高校领导人员薪酬问题的

看法和建议等;

6.在全面从严治党和推进
“
放管服

”
和建设

“
双一流

”
等大的背景

下,对进一步改进国内高校领导人员薪酬管理的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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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司 局 选题名称 筒要调研提纲

ο
ο

财

务

司

国外高校治理模
式调研

1。 国外高校机构设置、职能划分、决策机制、运行机制、内部控制、

资源配置机制等;

2。 国外高校通过何种治理模式有效配置资源以实现组织目标 ;

3。 现状与问题,经验与教训。

n
'

财

务

司

美国、日本.欧
洲地区等高校留
学生奖学金管理

模式研究

留学生奖学金资助体系;

留学生管理的相关政策法规和管理机构。2。

n
u

教
材

局

世界主要国家教

材建设管理情况

调研

1。 世界主要国家教材建设发展的现状与趋势,教材编写 (修订 )、 审

查和管理制度,教材研究热点和主要成呆;

2。 世界主要国家教材在强化国家意识教育方面的有益做法和经验;

3。 世界主要国家中小学教材尤其是历史、社会等教材,如何介绍中国

问题、中国文化等相关情况;

4。 世界主要国家中小学教材特别是理科教材,在编写理念、编写队伍

组织、内容选择、体制安排等方面如何对接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促进

创新人才培养 ;

5。 世界主要国家在推动教材国际交流合作、加强引进教材管理、促进

优秀教材海外推广方面的有益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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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司 局 选题名称 简要调研提绍

基

教

司

国际融合教育的
现状和政策研究

国际上主要国家 (以OECD国 家为主体 )

国际上主要国家融合教育的政策解释;

对我国融合教肓的启示与借鉴。

融合教育的现状 ;

I2

发达国家和人口

大国推进中小学

多学科融合教育
(sTEAM教育、

创客教育 )情况

I。 发达国家中小学多学科融合教育课程的设置和内容;

2。 发达国家开展多学科融合教育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3。 人口大国推进多学科融合教育的做法和经验,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
推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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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司 局 选题 名称 简≡ 调 研提纲

●

J

职

成

司

国外职业学校学
生实习工作和学

校认证标准工作

情况

王。着重了解德国、葸人利、瑞士、关国,美国等目家职业学校学生实
习相关情况,包括实习相关法律、制度,实习的组织实施,企业设立

实习岗位标准 (什么条件下企业可设立实习岗位,接受学生实习)∶

2。 主要了解主要发达国家职业学校认证标准,包括认证标准的制定与

应用情况,认证标准对职业教育的推动作用,认证标准对我国职业教

肓的启示。

14

国外继续教育和
学习成呆认证积
累转换制度建设
和改革

1。 国外知名高校的继续教育制度;

2.国 外高校远程教育发展情况及其质量标准制定、

估措施等;

3.国 外 (境外 )终身教育资历框架比较研究。

外部质量监管、评

冖丶

丿

高

教

司

发达国家应对第
四次工业革命的
高等教育人才培

养改革研究

深入分析美、英、法、德、口等国为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所进行的一

系列教育教学改革,包括学科专业调整、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等。在具

体案例选择上,建议重点关注美国M1T的 “
新工程教育转型

”
计划

(New EnginGGr二 ng EduGatlon TransfOrmation, f葑 不尔NEET) 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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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司 局 选题名称 苘要调研提纲

‘

u

高
教

司

人文社科高层次
拔尖人才培养的

机制和举措

美国、夹国、德国人文社科高层次拔尖人才培养机制和举措,包括但

不限于以下内容:国家层面相关政策、机制和举措,高校典型做法、

经验和成效,有关行业企业参与拔尖人才培养情况。

17

经管类应用型人

才培养机制和举
措

美国、英国、德国经管类应用型人才培养机制和举措,包括但不限于
以下内容:国家层面相关政策、机制和举拮,有关高校典型做法、经
验和成效,有关行业企业参与情况。

18

美国高校基于虚
拟仿真等先进技
术的资源建设和
应用

虚拟仿真、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在美国高校的使用和技术发展前
沿。当前美国实践教学使用信息技术的主要方式、资源建设现状、使
用效果评估,采用的主要技术、教学与信息技术的互动发展等。

n
y

国外知名大学生

创新创业竞赛的
组织实施及成效
研究

遴选发达国家组织实施的知名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分析其运作机制
及实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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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司 局 选题名称 简要调研提纲

n
u

勹
∠

督
导
局

国外学生欺凌防
治情况

了解其他国家学生欺凌防治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建设情况,学 生
欺凌事件发生率及年龄、学段、性别、成长环境等相关分析,国家、
地方、学校各个层级及有关社会组织采取的防治措施及成效等。

勹
∠

国外责任督学挂
牌督导工作情况

了解其他国家是否有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制度;若有,请 了解有关
制度建设情况、责任督学开展工作情况、典型经验和案例等。

22

有关国家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及开
展相关督导评估
制度研究

了解国外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方面遇到的问题;国外在缩小义务教育
学校校际差距方面采取的措施、建立的制度体系;国外在缩小义务教
育学校校际差距方面的主要理论研究成呆;国外在缩小义务教育学校
校际差距方面的实践探索和经验;国外在缩小义务教育学校校际差距
方面的主要成效。

●

J
●
∠

国外基础教育质
量监测

了解其他国家开展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制度建设情况;了 解国际学生评
估项目监测 (PIsA)和国际数学和科学趋势研究 (T1Mss)的 组织模式
、内容对象、评价过程和主要特点等情况;研究其他国家开展基础教
育质量监测情况,并进行国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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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司 局 选题名称 筒要调研提纲

"
△●

∠

督

导

局

国外高等教肓评

估和质量保障体
系建设

了解其他国家开展高等教育评估和质量保障体系制度建设情况,如 J总

体理念、实施主休、评估分类和历史演化等方面;了 解其他国家开展
高等教育评估的标准与流程,评估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等。

25
督学培训情况 了解国外督学培训的大纲、教材、制度、组织实施程序、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人员要求和考核等情况。

26

民
族

司

“
一带一路

”沿
线国家的国家认
同教肓政策研究
一以俄罗斯、乌
克兰、捷克为例

1.基本情况。俄罗斯、乌克兰、捷克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少数民族分
布,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及人口情况;俄罗斯、乌克兰.捷克的少数民
族教育政策及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现状;

2。 国家认同教育情况。俄罗斯、乌克兰、捷克关于国家认同教育方面
的政策和举措;俄罗斯、乌克兰、捷克国家认同教育的现状,包括教
育方式、教材资源、教师队伍、活动设计等;俄罗斯、乌克兰、捷克
增强各民族的国家共同体意识方面的经验和取得的成效。
3。 存在问题。俄罗斯、乌克兰、捷克存在的主要民族问题,国家认同
教肓政策需要完善和改进的方面;

4。 下一步考虑。俄罗斯、乌克兰、捷克开展国家认同教育的下一步工
作考虑或打算,有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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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要调研提纲序 号 司 局 选题名称

τ
F

●
‘

民
族

司

多元文化、多宗

教影响下的国家

认同教育政策研

究一以新加坡、

印度为例

1。 基本情况。新加坡、印度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宗教信仰人口及分

布,少 数民族人口及分布情况;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及人田、宗教

情况;新加坡、印度教肓发展总体情况;印度边民保障政策,对边远

地区、贫因地区教育发展的特殊政策;

2。 国家认同教育情况。新加坡、印度国家层面针对多种宗教的、少数

民族国家认同教育政策举措和实施效呆;新加坡双语教育分流制度的

发展历程、基本原则、分流标准、实施条件、教学效呆评估等;印度

的双语教育发展情况,针对跨境民族的教育政策及跨境民族教育情

况;新加坡、印度多元文化教育发展的经验和成效;

3。 存在的困难与问题。多元文化、多宗教影响下,新加坡、印度国家

认同教肓发展面临的因难和问题;

4.下一步考虑。两国关于国家认同教育的下一步考虑或政策建议。

ο
°

●
‘

教
师

司

教育发达国家推

进中小学教师应

对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变革的情况

调研

1。 政府层面推动中小学教师应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交革的政策与制

度 ;

2.企业在推动中小学教师应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变革中的作用及参与

机制;

3。 专业组合在推动中小学教师应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变革的作用及参

与机制;

4.学 校在推动中小学教师应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变革的做法与激励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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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要调研提纲
序 号 司 局 选题名称

ο

'
●

L

教
师

司

信息化背景下教

师教育模式创新

的情况调研

教师信息技术应用水平评价标准经验借鉴;

信息化背景下教师培养模式;

信息化背景下教师教育在线开放课程建设现状与趋势;

推动信息化背景下教师职后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的政策与制度;

推动信息化背景下教师职后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的途径与模式‘

n
u

●

J

OECD国 家教师地

位待遇的情况调

研

I。 调研OECD国 家与中国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及工资福利待遇情况 ,

分析研究提升OECD国 家中小学教师社会地位的举措 ;

2。 研究OECD国 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薪酬体系、水平、结构、特点等及其

对吸引优秀人才从教的作用;

3.比较分析0ECD国 家与中国中小学教师工资水平在社会各大行业中的

位置;

4。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比较分析近年来OECD国 家与中国中小学教

师的工资福利实际水千与应有水干
;币社会地位和工资福利待遇的成功5。 比较总结OECD国 家确定中小学教

经验及失败教训,为 中国完善中小学教师地位和待遇政策提出工作建

议和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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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司 局 选Ⅲ名称 苗≡谓研提纲

{
∴●

D

体

卫
艺
司

日本校园足球的
发展模式和启示

I
 
2
 
3
 
4 日本校园足球发展概况;

日本校园足球教学、训练、竞赛及条件保障体系建设模式;

日本校园足球与足球协会合作模式;

日本校园足球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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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司 局 选题名称 筒≡ 调研提 纲

勹
‘

●

J

体

卫
艺
司

高校美育和艺术
教育的推进策咯
研究

1。 官方出台的关于高校美育和艺术教育的政策法规;

2。 面向普通大学生开设的公共艺术教育课程 (包括艺术类通识教育课
程 )的课程设置、教学资源、教学方法与手段,以及评价标准等有关
情况;

3.专业艺术人才培养模式,包括:办学定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
教学资源、教学方法与手段,以及评价标准等有关情况 ;

4~美育教师专业能力提升;

5.学 生艺术社团建设和艺术实践活动的开展 ;

6。 社区艺术教育资源 (如博物馆、美术馆等文化设施 )的开发与利
用;

7。 地方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以及多元文化资源的利用:

8。 高校艺术教肓对中小学和社区艺术教育的辐射与带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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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司 局 选题名称 街要调研提纲

●

J
●

J

学校艺术教育场
馆的建设、使用
及运行研究

⒒。学校艺术教肓场馆的建设情况,包括:政府层面对于学校艺术教育
场馆建设的要求,场馆建设经费的来源,场馆的数量、类型和规模
等;

2。 学校艺术教肓场馆的使用情况,包括∶场馆使用对象、使用方式,

开展公共艺术普及教育的情况,学校场馆与社区文化艺术资源的互动
模式等;

3。 学校艺术教育场馆的运行情况,包括:场馆的管理模式,场馆的运
行经费来源,政府对场馆在票价、税收等方面是否有相关支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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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调研提纲

国外高校校园文
化体系研究

I。 国外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体系梳理;

2.国外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规范与标准研究;

3。 国外高校校园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

4。 国外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对我囝高校学生思想教肓工作的启示。

师生网络素养教
育的机制研究

1.国外网络制度建设经验 ;

2。 网络阵地建设特色;

3。 网络内容建设方向;

4。 网军队伍建设举措;

5。 网络素养教肓典型案例分析;

6.国 外网络素养教肓的主要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国外高校主流政
治价值观教育工
作研究

国外高校关于主流政治价值观教育课程设置、
学生评价以及对我国高校思政课建设的启示。

教学内容、教学效果 .

国外高校智库建
设与管理研究

国外高校智库的组织模式、人员构成、运行机制、管理制度、资金运
作、激励机制、成呆转化渠道、与政府互动关系等情况。以国际知名
高校智库为考察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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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司 局 选题名称 苗≡汨研提细

38

科
技

司

人工智能等新兴
技术对未来教育
发展的影响

1。 发展战咯与政策措施;

2。 课程体系与培养模式;

3。 人工智能技术对未未教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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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调研提纲

高校科技成呆转
化工作

1。 国外高校科技成呆的权属关系;

2。 大学在推动成呆转化中扮演的角色、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以及成呆
转化收益的利益分享机制;

3.大学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成呆转化办公室与大学的关系;

4。 企业 (社会 )对太学科研支持的成呆共享或独占模式;独 占科技成
呆情况下,如何体现公共财政对科研人员和大学的支持;

5。 成呆完成人以科技成呆作价入股,或与企业 (社会 )合作,取得的
收益如何处置;

6。 高校科技成呆转化的成功模式或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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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司 局 选题名 称 街≡ 调 研提 纲

40

科
技

司

依托高校建设世
界级实验室 (研

究中心 )情况

J心 )布局情况,包括实验室数量、

架构,包括P1(团 队负责人 )、 研
、工作人员 (科辅人员、行政人
性、领导方式等;

式、特殊政策,包括实验室与依托
自主权如何划分,与其他学院,在
政策;

4~实验室 (研究中心 )投入及资助方式,包括实验室的经费来源途
径,包括运行经费、项目经费。人员薪酬等;

5。 实验室 (研究中心 )国 际化程度,包括研究人员 (教师、博士后、
研究生)本国与外国的比例各占多少,与 其他国家实验室开展合作情
况;

6.实验室 (研究中心 )科技创新成就。

41

宀
宁
亠

国外高校艺术类
专业招生模式研
究

考试和录取办法,其中理论类的
L(如表演 )在选拔方式上有无较

大区别 ;

权和公干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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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司 局 选题名称 简要调研提纲

42

工
司 美国、日本、瑞

士、法国、德国
、意大利等发达
国家政府和高校
支持毕业生到国
际组织实习任职
工作研究

针对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政府和高校在政策支持.资金资助、信息
服务等方面的做法开展研究。

●

J
彳

{

研
究

生

司

⌒
学
位
办

ψ

国外学位法律法
规情况调研

I。 是否有独立的学位法或教育相关法律中是否包含关于学位制度的内
容;

2.独 立学位法律法规或其他法律法规中关于学位的主要内容;

3。 该国学位制度的主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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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司 局 选题名称 筒要调研提纲

1.学科 (专业学位类别 )的管理设置机制。根据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
(管理机制可以是国家层面的.地区层面的或学校层面的),主要调
研学科设置的依据、程序.条件等。
2。 学科 (专业学位类别 )目 前设置情况。具体设置的学科大类、学科
门类、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专业 (职业)学位类别等。

44

45

研
究

生

司

⌒
学

位
办

ψ

国外学科目录管
理设置情况

建设世界一流大
学的政策及评价
机制研究

I。 欧美等国家建设世界—流太学所采取的政策举措以及实施情况和具
体成效;

2。 欧美等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及第三方对一流大学的评价机制及指标体
系;

3。 欧美等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中可供我国
“
双一流

”
建设参考借鉴

的经验及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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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司 局 选题名 称 苘≡调 研提 纲

46
语

用

司

“一带一路
”

沿
线国家中文学习
现状及未来学习
和服务需求研究

1.语 言政策;

2.语言使用基本情况,包括各领域的使用情况;

3。 中文教学情况;

4。 中文使用现状;

5.语言态度,主要指对中文的学习态度;

6。 对中文的学习和服务需求。为
“
一带一路

”
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提

供语言方面的前期调研、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方面的咨询报告、人才
培养和智力支持,为 开展

“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中文推广和中华文化
传播提供政策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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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司 局 选题名称 筒要调研提纲

勹
r

丬
针

语
信

司

国外语言资源开
发应用专题调研

I。 语言资源开发应用现状,重点关注澳大利亚、英国、欧盟成员国以
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项目的实施进展情况;

2~沿线国家教育领域参与参与
“
一带一路

”
建设优势、特点及建议;

3。 我国与
“
一带一路

”
国家开展教育交流合作的对策建议。

48

国

际

司

“
一带一路

”
国

家教育交流合作
对策研究

“
一带一路

”
国家教育国情研究;

沿线国家教育领域参与
“一带一路

”
建设优势.特点及建议;

我国与
“
一带一路

”
国家开展教育交流合作的对策建议。

49 国际学生发展情
况调研

20I7年欧美发达国家国际学生发展整体情况、
国际学生发展战咯和规划。

趋势及几年来国家层面

50
主要国家人文交
流国别政策研究

各教育处组所在国对外人文交流政策概述;

各教肓处组所在国对外人文交流经验与启示;

我国与对象国开展人文交流合作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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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司 局 选蹈缶称

1
∴〓

J
中国高铰垸外办
学问题 】嚣霆量蛋孱霁喜裘瑗丨辜跫莛寡夯鸳秀喾等赘奄蛩蛋圭验艹|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