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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育人主张：全社会育
人、生活中育人、育时代新人

面对新时代对人才的要求和教育
基本矛盾的变化，学校坚持协同发展
理念，协调各方力量，在社会生活情
境中共同培育时代新人。

“全社会育人”是对育人主体的
要求，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教育、共
同参与育人的局面，强化学校教育的
主导作用，发挥不同育人主体的优
势，实现共生、共长、共享、共进。

“生活中育人”是对育人方式和
育人资源环境的要求，学生成长与社
会生活紧密联系，人生理想与时代发
展紧密结合，树立远大志向，勇担社
会责任。

“育时代新人”是对育人目标的
要求，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致力于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和

“积极的生活者”，为培养拔尖创新人
才奠基。

协同育人内容：“目标、课
程、教学、评价、资源”五个方面

学校以培养“积极的生活者”
为目标，开发三类丰富课程，建设
9 个课程基地、85 个特色馆室，形
成创造性学习、混合式学习、非认
知学习等学习样态和多元化评价方
式。

1.目标协同：培养“积极的生活者”
“积极的生活者”是具有经营幸福

人生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愿景与能力的
人，是将个人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紧密相连的人，是有理想、有本领、有
担当的时代新人。

2.课程协同：形成“三类丰富课程”
把课程建在“三高协同”育人平

台上，满足学生个性化、多样化学习
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需求，丰富阅
读、丰富活动、丰富经历，开发了

“面向全体、志趣导向、个性发展”
的“三类丰富课程”。

3.教学协同：催生丰富学习样态
学校邀请大学教授、科学家、工

程师及家长参与教学，为学生开启了
丰富且真实的学习世界，也催生了学
生学习样态的多样化，包括基于真实
问题探究的创造性学习、基于学习资
源的混合式学习、基于社会参与的非
认知学习等。

4.评价协同：评价方式多元化
学校组建了评价指导小组，成员

包括学生、教师及家长，实现了评价
主体的多元化，此外还引入了社会权
威机构的学术认定，对学生的项目研
究成果进行评估。如学校制定《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实施方案》，全面评价
学生综合素质；制定《学分认定与管
理方案》，参加校本选修课、研究型
学习、社团活动的学生，考核合格均
可获得相应学分。

5.资源协同：建设“跨学科、项
目化、开放式”学习环境

“三高协同”促进各种资源整合
与利用：开发 9 个课程基地，85 个
特色馆室；建设服务型、研究性的
考察实践基地，如科普馆、敬老
院、志愿者服务中心、科研院所、
高新企业等；以智慧校园系统为支
撑，将教学方式与信息技术深度融
合。

协同育人方式：共建平台、
共创课程、共研项目、共享资源

扬长处，补短板，与百所高校高
中、百家企业共建10类平台、11类课
程、10类研究项目、7类学习资源，
实现高中与高校院所“纵向贯通”，
高中与高中“横向联动”，高中与高
新企业和社区平台“内外结合”。

1.“高中—高校院所”合作
学校与高校院所贯通培养，发挥高

校优势，提升高中课程实施水平，促进
学生对自己的学业、专业的理解更加深
入，学术研究的素养得到提升。

共建平台：通过“论坛与互访、
人才培养研究、学校联盟、升学与引
才、校友跟踪”等方式，实现高中与
高校在目标、理念、方式等方面有效
衔接，如学校与30多所学校开展常态
化互访活动。

共创课程：通过“共育课程、大
学先修课程、顶石课程、名人课堂”
等合作方式，让大学教授走进高中课
堂，实现培养过程纵向贯通，如与南
京大学合作开设“地球与空间科学探
究课程”等。

共研项目：通过“共育计划、创
新实验室、学校书院、项目研究”等

方式，促进高校与高中在基础学科拔
尖人才培养上有效衔接，如北大博雅
人才共育计划、清华新领军计划等。

共享资源：通过“博导工作站、
再回大学、假日访学”等方式，促进
教师专业化提升，为学生进行真实问
题研究提供机会。

2.“高中—高新企业和社区平台”
合作

高新企业在一种或多种高新技术
及其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和技术服
务等方面具有优势，为学生提供了真
实的研究环境及技术支撑；社区平台
为学生社会实践、志愿服务、职业体
验等提供机会。

共建平台：通过“建立合作组织、
紧密社区联系、加强家校合作、参加高
端活动”等方式，凝聚共识，形成合
力，如成立校企合作委员会、校友会、
家委会。

共创课程：通过“选修课程、非
遗课程、名人课堂”等合作方式，社
区专业人员走进中学课堂，实现培养
过程贯通，如与企业合作开发学校服
装设计、烹饪、帆船、射箭以及艺术
类校本课程。

共研项目：通过“创新实验室、
课程基地、社团项目、校外导师”等
方式，为学生项目研究提供专业支

持，如高通等高端企业的工程师参与
学校人工智能社、物联网社等社团研
究项目等。

共享资源：通过设立考察与实践
基地、建设智慧校园等方式，让学生
了解社会、服务社会，如与科普馆、
敬老院、志愿者服务中心以及企业等
设立校外考察与实践基地。

3.“高中—高中”合作
学校与兄弟高中合作能够发挥共

同探索教育难题的协同优势，促进不
同地区办学特色交流，互通有无，相
互借鉴，实现资源共建共享。

共建平台：通过组建专项联盟等方
式，定期围绕共同的问题展开专题研
讨，如共建江苏新课程学校联盟、全国
学生发展指导联盟、中国中学超常教育
研究协作组、国际课程中心学术联盟等。

共创课程：通过学生发展指导课
程、校本课程、“双师”教学课程、
创新融合课程等合作方式，共建共
享，促进均衡，如与全国37所中学合
作开发学生发展指导课程等。

共研项目：通过生长课堂研究、合
作项目研究等方式，促进不同地区课堂
文化交流，如与华东师范大学以及国内
知名高中合作，连续举办18届全国

“聚焦课堂·生长课堂”研讨活动。
共享资源：通过“教师互访、专

项培训”等方式，示范推广，相互借
鉴，如承担了国家骨干教师高级培训
项目、中国教育学会“领航计划”福
建省名优教师高端研修班等。

“三高协同”形成了育人共同
体，呈现多方融合发展态势，学生全
面而有个性发展，学校成为“没有围
墙的学习中心”，在江苏省内外发挥
了示范引领作用。 （朱卓君）

自2005年起，江苏省天一中学以“协同育人”为理念，以培养“积极的生
活者”为目标，与兄弟高中、高校院所、高新企业和社区合作，建立育人共同
体，通过共建平台、共创课程、共研项目、共享资源等方式，在目标、课程、
教学、评价、资源等方面协同共育，形成“三高协同”育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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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十四五””规划规划20232023年度重大年度重大、、重点课题申报公告重点课题申报公告
为全面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教育的重要论述、关于教材建设的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推进教育出版改革创新，助力打造
培根铸魂、启智增慧、适应时代要求的
精品教材，推进教育出版高质量发展，
人民教育出版社发布《“十四五”规划
2023年度重大、重点课题指南》（以下
简称《课题指南》），并就做好课题申报
工作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选题要求

重大课题以 《课题指南》 为
准，申请人不得更改研究题目。重
大课题研究内容应具有较强的创新
性，研究成果应具有较高的理论价
值及实践价值。

重点课题应契合 《课题指南》
中“重点课题选题方向”，申请人可
自行设计课题名称。重点课题的研
究内容应具有创新性，研究成果应
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或实践价值。

二、资助标准

为保障课题研究顺利推进，人
民教育出版社对立项课题给予经费
资助。资助标准：重大课题最高提
供50万元，重点课题最高提供30万

元。申请人根据研究工作的实际需
要，制定合理的经费预算。

三、申请人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
社会主义制度，遵守《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和法律，享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民权。

（二）一般应具备正高级专业技术
职称，如不具备，须由两名具有正高
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书面推荐。

（三）自身研究能力突出，具有
组织开展研究的能力，能够承担实
质性研究工作。

（四）申请人当年只能申请一项
课题，且课题在研期间不得作为负
责人继续申请人民教育出版社其他
课题；不得将已在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工作办、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及
省级规划立项的课题重复申报人民
教育出版社课题。

（五）全日制在读研究生不能作
为申请人，具备申请条件的在职博
士生 （博士后） 可从所在工作单位
或博士后工作站申请。

四、研究时限

重大课题3—5年完成，重点课

题1—3年完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
日起计算。

五、成果基本要求

重大课题：1份结题报告，1项
25万字以上的学术专著，3项在北大
中文核心期刊、CSSCI 来源期刊或
SSCI、A&HCI等国际索引期刊上发
表的论文或著作。

重点课题：1份结题报告，1项
20万字以上的学术专著或编著，3项
在北大中文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
刊或SSCI、A&HCI等国际索引期刊
上发表的论文或著作。

六、申请要求

本年度课题申请采取网上申请
与文本寄送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 网上申请。“人民教育出
版社课题管理平台”（以下简称“平
台”） 中的“课题申报”系统为本
次申报的唯一网络平台，申报办法
和流程参见平台说明。

申请人可通过人民教育出版社
重大、重点课题申请平台（https://t.
pep.com.cn/kcskt），下载课题申请书
和论证活页。平台申报系统于2023
年 8月 5日零时至9月 15日 24时开

放，逾期系统自动关闭，不再受理
申报。

申请人需在规定时间内将加盖
单位公章的课题申请书全文扫描在
一个文档中，跟Word版本的论证活
页一起提交到平台上。

（二）文本寄送。未参加网上申
请的课题不得进行文本寄送。课题
文本寄送时间为2023年8月5日至9
月22日，以当地邮戳为准，逾期不
予受理。

七、寄送材料要求

（一） 申请人民教育出版社重
大、重点课题需寄送加盖公章的纸
质课题申请书原件 1 份、复印件 3
份，采用A4纸双面印制，左侧装订。

（二）材料寄送地址：北京市海
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7号院1号楼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科 研 部 ， 邮 编 ：
100081。

课题申报咨询电话：
李老师 010-58758389
韦老师 010-58758571
平台系统及技术问题咨询电话：
岳老师 010-58758430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3年8月4日

江苏省天一中学

普通高中“三高协同”育人方式创新探索

人民教育出版社“十四五”规划2023年度重大、重
点课题指南

重大课题

新时代“培根铸魂 启智增慧”精品教材体系研究
教育出版服务“基础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研究

重点课题选题方向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研究
义务教育新课程标准各学科教材改革创新研究
中小学教材插图研究
中小学生科学素养培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主题教育进基础教育课程教材研究
基础教育数字教材教学应用实证研究
基础教育高质量教材出版流程管控与保障机制研究
教材质量评价与使用效果监测研究
新时代主题出版物策划及规划研究
特殊教育与职业教育融合发展研究
少儿读物分级分类研究
基础教育教学资源建设研究
中小学研学课程建构及实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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