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备案后立项”的课题管理制度
２００１年，常州市教育局成立了“常州市教育科学研究规划领导小组”及“常州市教

育科学研究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规划办”），负责制定全市科研规划、课题
指南和管理办法，审批重点课题、组织重大学术交流活动和宣传及推介重要教科研成
果。２００２年，规划办制订了《常州市教科研课题管理办法（试行）》，开始对常州市市级
课题实行“先备案，后立项”的管理制度。

“先备案，后立项”制度，是我市基础教育科研管理部门针对部分课题研究中存在开
题热热闹闹、过程冷冷清清、结题东拼西凑等现象而首创的一种新型课题管理制度，其
目的是引导学校和教师做真研究，认真解决学校教育教学中的问题，减少课题研究中的
功利主义、虚假主义等现象。其主要内容包括课题申报、立项评估、网络管理和结题鉴
定四部分。

课题申报。常州市级课题研究周期一般为三年，在一轮课题研究结束后，规划办会
启动新一轮课题研究。首先，课题主持人向学校科研管理部门申报课题，学校科研部门
对申报的课题组织专业人员进行开题论证，通过校级论证的课题即成为校级课题；辖市
（区）教育科研管理部门对校级课题进行区级备案并组织开题论证，通过各辖市（区）开
题论证的课题即成为区级备案课题；各辖市（区）教育科研管理部门根据课题研究的价
值和意义，推荐若干区级备案课题至“市规划”备案，成为常州市级备案课题。常州市级
备案课题在通过中期评估之前并非市教育科学规划正式立项课题。

立项评估。市级备案课题的研究工作开展约一年半后，课题组填写《常州市教科研
课题中期评估表》，由市“规划办”组织评估小组，根据《常州市教科研课题中期评估细
则》对市级备案课题进行中期评估，通过评估的课题正式立项为市级课题，研究价值较
高、阶段成果丰富的课题确定为市级重点课题，重点课题和一般立项课题由常州市教育
局正式发文公布。

网络管理。所有课题在备案的同时必须在校园网上建立自己的课题专题网页，及
时上传研究资料，填写《常州市教科研课题活动登记表》等。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全权
负责课题的日常管理工作，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对课题研究过程的检查和督促。同时，市
“规划办”联合各区域科研管理部门不定期对备案课题进行网络检查，对检查不合格的
课题取消其市级备案资格。

结题鉴定。研究期满后，市“规划办”组织专业人员对常州市级课题进行结题鉴定。
鉴定小组除听取课题主持人的结题汇报外，还要查看课题网页和过程材料，与课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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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进行答辩交流，在些基础上写出结题鉴定意见。对于过程扎实、成果丰富、社会影响
较好的市级立项课题升格为市级重点课题；对于研究不够扎实且成果一般的课题降格
为立项课题乃至取消其市级课题资格。

先备案后立项制度作为国内首创的一项课题管理制度，其最大的特色是必须要开
展真实研究并取得一定的阶段成果，才可取得课题的立项资格。在课题研究领域，传统
的做法是课题管理部门根据课题组的申报评审书来决定是否给予课题立项，而且不少
课题获得立项后就束之高阁，因为凭立项通知书就可以参加职称评审和晋升骨干教师
等。先备案后立项制度把课题立项与课题的中期评估合二为一，课题研究完成一半任
务后才决定是否有资格立项为市级课题，这就从源头上解决了传统的课题立项后就不
开展研究或研究过程不扎实的现象。

先备案后立项制度，受到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办等上级主管部门的高度认可和评
价，我市科研管理部门在江苏省十三个大市教科所长会议上专门做过经验介绍；在“长
三角城市群”科研合作会议上也多次作过交流，受到与会者的肯定。近十年来，在江苏
省教育科学规划办和江苏省中小学教学研究室组织的课题申报和优秀科研成果的评比
中，我市一直位列全省前列，课题管理方式和相关研究成果受到江苏省科研同行的赞
誉，吸引了北京、上海、重庆、山东、浙江等地科研管理部门来常州市教育科学规划办学
习交流。尤其是近年来，我市中小学在国家一般、教育部重点、教育部立项等课题申报
中屡有斩获，数量和质量均呈稳步上升良性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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