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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社科部组织召开了“2023年国家社科基金申报推进交流会”。

02 各学院根据第一轮论证结果，跟进申请人修改申请书。

03 各学院根据各自学科特点，邀请校内外专家采取答辩、论证、辅导等形
式对申报书再次进行点评、修改、完善和提升。

04
“社科部科研服务团队”全程参与，继续掌握第一手信息，并撰写论证

报告，针对所服务对象全程记录，发现问题，论证会后与申报人进行交流反
馈，帮助其继续深入完善。

工作内容回顾

召开202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申报推进交流会

       1月9日上午，社科部组织召开“202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申报推进交流会”，会议以线上形式进行。副校长范哲锋出席
会议并讲话，各学院院长、分管科研副院长、科研秘书及社科部
全体工作人员等六十余人参加会议。会议由社科部部长王彤主持。
    会上，范哲锋副校长指出，各学院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认
识到国家社科基金对学校、学院和学科发展的重要性。他强调，
大家抓住这个假期，按照学校“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申报实施
方案”工作要求和时间节点，扎实推进、落实国家社科基金申报
的组织、论证工作。各学院要想尽一切办法在申报数量和质量方
面取得更好成绩。社科部也要继续发挥好引领作用，做好服务，
确保项目按时、高质量地上报。
    王彤部长就本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组织工作进行了总结并对假
期申报工作进行了部署，要求各单位高度重视本年度申报工作，
确保申报规模和申报质量，争取我校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数再创佳
绩。他指出，假期是国家社科基金申报的冲刺阶段，各学院要通
过各种方式紧抓落实申报工作，提高“三率”。他强调，一要对
照拟申报清单，确保将拟申报者转化为正式申报人员。二要做好
论证，提高立项率。各学院还要在增加申报数量的基础上，尽可
能的提高立项率。三要抓好在研项目的结题工作。
            随后，戏剧与影视学院、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文学院、教育科学学院、体育学院和社
会学与法学学院就本学院国家社科基金申报情况进行了总结，并围绕申报数量、专家团队、
学术活动、进度落实等方面进行了汇报交流。

范哲锋副校长讲话

王彤部长主持会议

各学院作交流汇报



2023年1月10日     第 3 期      社科部山西师范大学2023年国家社科基金申报
工作
简报

戏剧与影视学院

   

文学院

01   组建项目申报辅导专家组

2022年12月份，在学院分学术委员基础
上，初步组建了学院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
辅导专家组。项目申报辅导专家组旨在为学
院教师申报国家级、省部级项目指南解读、
选题把关、论证阐释等各方面严格把关、学
术指引，为提高项目立项率发挥好智库作用。

02   持续推进国社科项目开展

（1）加强组织引领。联络北京师范大学“长
江学者”杜桂萍教授、北京大学“长江学者”
廖可斌教授、中国社科科学院张国星研究院、
清华大学中文系刘石教授作为项目申报咨询
专家。
（2）激发个人内动力。给广大教师讲利弊，
充分认识作为高层次人才进入高校的基本任
务,主动发挥其师承、校友、同行、学友等脉
络关系，提升项目申报立项质量。
（3）检查监督申报工作进度。制定时间节点、
任务表、路线图，提图作战，对进度推进好
的要表扬，交流经验；对进度慢的同志，要
了解情况，主动帮扶。

03   国家级项目拟申报情况汇总表

12月初，学院对近五年本学科以及
相关学科国家社科立项、教育部立项项
目进行整理，作为本年度项目申报选题
重要依据。同时，在学院教职工全体会
议和符合申报条件的教师组织专题会议，
进行全面动员，力争实现“应报尽报”。
截止1月初，确定申报26项，已确定题目
24项，另2项已确立研究对象。学科覆盖
文学、语言学、艺术学、社会学等学科。

12月，申报书预审小组确立“结对
预审”工作机制，按照校内/校外专家预
审，集中、个别相结合的工作机制进行。
鼓励教师主动联系学科领域专家进行专
题个别论证，12月召开一次申报经验交
流会，由主持两项以上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的教师分享申报经验，对拟申报教师，
特别是新入职教师的申报进行经验分享，
同时，也就申报政策等方面的问题进行
了针对性辅导。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学院于2023年1月3日-6日举行了国家社
科基金的第二轮论证。在第一轮论证的基础
上，申报人员修改申报书后，学院组织精干
力量对教师们的申报书再次进行了论证。此
次论证采取分专业、分方向的方式进行，更
加精准对申报书进行了评价指导，申报人员
受益匪浅。



体育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社会学与法学学院

    学院要求申请人须在12月20日之前，确定自
己的选题方向并进行汇总，科研院长召集课题组
成员进行讨论，学院根据申报项目所属学科领域
邀请相关专家学者展开论证。

2023年1月10日    社科部印发

2023年1月10日     第 3 期      社科部山西师范大学2023年国家社科基金申报
工作
简报

    学院邀请北京体育大学刘卉教授及陕西
师范大学田振军教授开展学术交流；12月17
日，我校举办2022年全国体育学研究生核心
课程“体育科学研究方法”骨干教师研修班
暨国际论坛，为我院教师课题申报提供了思
路，增强了申报自信。

    根据前期的动员以及调研，建立“2023年
国家项目申报工作群”，第一时间分享相关领
域申报资讯、申报动态以及专家讲座，院内形
成国家社科基金申报辅导小组，并进行了前期
辅导，强化对项目申报书进行更深入的论证与
指导。

    2023年1月5日，马克思主义学院就
2023年国家社科基金申报工作召开第三轮
推进会，会议通过线上腾讯会议的形式召
开，获批学院“二十大项目”的教师、近
三年学院新进的博士教师、申报今年国社
和教育部的全体教师参加了此次会议。吉
志强副院长对学院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进行
下一阶段部署与安排。

    12月以来，学院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
优秀校友和合作单位的优秀人才进行学术交
流，打造了“毓秀论坛”系列报告，其中教
育学主题的报告5场，心理学主题的报告7场，
教育技术学主题的报告4场，学前教育主题的
报告7场，此外，学院还举办了两场心理学领
域的学术会议。
    目前共有19位教师提交了课题申报意向，
并完成自己的选题论证和研究设计。学院根
据教师提交的选题，已经与北京师范大学、
西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山西省教育
科学研究院的领域专家建立联系，拟在2023
年1月中下旬组织专家进行课题论证。

教育科学学院

    12月18日下午15点，由教育学部牵头、教
师教育学院组织的2023年度山西师范大学教育
学部国家级课题申请选题论证会在线上举行。
教育学部部长侯怀银，教师教育学院院长闫建
璋，有意向申报国家社科项目的4位教师及5位
青年博士参加了会议。此次会议的校外论证专
家组成员有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闫守轩教授、
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代建军教授、杭州
师范大学教师发展研究中心肖正德教授和山西
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卢红研究员。专家组成员围
绕每位申报者的选题进行全面、深入、精细点
评，并提出可行的修改建议。

01   开展多样学术交流活动 02   开展课题论证会



教育科学研究院 书法学院

（1）围绕专家意见进一步凝练选题。根据前期
邀请的国家社科基金评委专家的意见，进一步凝
练选题方向，突出问题导向，努力跟踪前沿热点，
避免选题太大、太浮，力求选题更具原创性、开
拓性和较高的学术价值。
（2）精心设计研究的内容与思路。随着对选题
深入的思考，对研究所涉及的研究现状、学术前
沿、进展程度、发展趋势、同行研究的新动向等
认真的分析，优化调整研究的基本框架，对研究
意义、研究内容以及主要观点更加清晰明确。
（3）联系校外专家进行一对一辅导：河北大学
艺术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刘宗超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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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本院计划申报国家社科基金的
老师积极向教育学部提交“国家级课题选
题论证表”，由教育学部传递给专家进行
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随后，根据专家意
见修改自己的申报书。

传媒学院

    学院邀请南阳理工学院王玉良副教授、
中国传媒大学张艳秋教授、四川外国语大
学廖梦夏副教授应邀为我院作线上讲座。
    学院督促拟申报教师进行申报书二稿
修改，拟申报教师个人联系相关领域学者、
导师进行项目书论证，由学院报销相关费
用，目前已有3位教师完成项目书论证工作。

经管学院

    学院拟申报202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教师
有12人，12月份仅有张百顺老师完成了申报书撰
写并自主进行了系统修改，具备校外专家论证的
要求，其余11人仍在撰写与修改中。2023年1月4
日，张百顺老师邀请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马红旗博士通过电话交流的方对申请书稿进行了
把关式诊断。

美术学院

    2022年12月份，学院组建了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申报辅导专家组；并联络南京艺
术学院樊波教授、西南大学邱正伦教授、
山西师范大学姚春敏教授、王潞伟教授、
徐继承教授、栗永清教授专家为项目申报
书做一对一辅导；学院制定时间任务安排
表，在对应的时间进行工作汇报，及时了
解申报教师的动态，并针对性答疑解惑，
更好的开展下一步工作。

一

外国语学院

    学院通过线上、线下平台督促申报教师进行
申报书的撰写、修改和完善。同时鼓励教师调动
自身资源，对选题以及申报书进行论证工作。
    为帮助学院教师把握政策方向，分享成功申
报经验，精准对接国家社科需求，学院持续为教
师推送关于社科基金的讲座预告，鼓励老师积极
参加，学习经验，开拓视野；邀请获得过社科基
金的郑建凤教授进行讲座并对申报课题进行论证，
提高申报书的论证质量。

音乐学院

    学院动员有申报资格的教师申报或参与申报工作，要求学院博士学位教师、教授和副教授必
须主持申报项目，并按要求按时提交项目申报书。学院鼓励教师参加培训，并邀请了省内外专家
进行线上指导，对音乐与舞蹈学学科历年立项项目做了梳理和引导，邀请了张海珠教授讲解关于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与研究过程解读讲座，
对教师的申报书进行了一对一指导，协助申报
教师完成项目选题、论证、撰写、修改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