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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川 省 教 育 厅 
 

川教函〔2012〕169 号 

 

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开展四川省第十五次 

优秀教育科研成果评奖活动的通知 
 

各市、州教育局，有关高校，省教育学会各组织： 

四川省教育学会根据省社科联《关于开展四川省第十五次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评奖的通知》精神，制定了《四川省第

十五次优秀教育科研成果评奖实施细则》，现发给你们，请积极组

织实施。 

附件：四川省第十五次优秀教育科研成果评奖实施细则 

 

二○一二年四月六日 

 

主题词：教育  科研成果  评奖  通知 

抄送：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评奖办公室，中国教育学会 

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2 年 4 月 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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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川省第十五次优秀教育科研成果 

评奖实施细则 

 

根据省社科联关于开展“四川省第十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

科研成果评奖”工作的要求，省教育学会经请示省教育厅同意，

决定开展“四川省第十五次优秀教育科研成果评奖”工作。为了

更好的开展此次评奖工作，特制订《四川省第十五次优秀教育科

研成果评奖实施细则》：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贯彻“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二为”方向与“双

百”方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引导、激励我省广大教育科学

工作者，积极深入研究探索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

实践问题，促进理论创新和人才成长，推动我省教育科学事业进

一步繁荣和发展。 

二、参评范围 

（一） 本次评奖参评成果时限为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在此期间，凡我省从事教育科研和教育教学的人员（专

业的，兼职的，业余的等）正式出版的教育学术专著（以第一版

印刷时间为准）、译篇、科普读物、论文集(指个人论文和多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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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的某章篇论文)以及经省级新闻出版部门批准公开发行的报刊

或内部刊物、市州教育部门经批准主办的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调

查报告、教改实验报告、经验总结等科研成果(以刊载时间为准)，

均属评奖范围。市州以上各级教育学会已经结题的课题，也可参

加评奖。省级课题在确认总课题不参加评奖的情况下，已独立结

题的子课题也可以参加评奖。 

（二） 省外（含港、澳、台，下同）、国外的作者，以我省

经济和社会发展为研究对象，并有明显学术价值或应用价值的成

果，可申报参评。 

（三）我省作者与省外或国外作者合作的教研成果，必须是

我省作者任主编或副主编并由我省作者完成二分之一以上篇幅的

研究成果，可申报参评。 

（四）凡以下情况之一者，不属申报参评范围：教材；文学

作品；新闻报道；领导讲话、工作总结；年鉴、辑集的人物传略、

回忆录及无研究价值的简单剪辑转抄资料书；已申报“四川省科

技进步奖”或“四川省教学成果奖”的研究成果；著作权有争议、

尚未妥善解决的研究成果；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规定，

属国家秘密的研究成果；已获省、部级以上社科优秀成果奖或“五

个一工程”奖的研究成果。 

三、申报程序 

第一范围，省教育学会直属分会、专委会的个人会员(不含市、

州团体学会的会员)一律向所在学会申报，不再另报。第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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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各单位和成都地区省属高校的教育基本理论和教育科研成果

向我会相关的分会和专委会申报。第三范围，市、州的教育科研

成果，向当地教育学会申报，由当地教育学会分两头报送，一报

当地社科联或评奖委员会参加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奖，一报省教育

学会参加省教育科研成果评奖(不再报省社科联)。还未建立教育学

会的市、州的教育科研成果，由当地教育局指定部门汇总分两头

报送。 

省教育学会直属分会、专委会和企业教育团体学会的个人会

员的成果，如果与所在学会的学科性质不相符，则应向相关学会

或所在市、州教育学会申报，对于其他学会会员和非会员的科研

成果，按上述规定，省教育学会直属分会、专委会只接受省级机

关单位和成都地区的省属高等院校的成果申报。申报渠道必须按

上述要求办理，否则不予认可。个人申报的成果，以一项为限，

联名的以两项为限（包括自己的一项在内），以单位署名的集体成

果不限。集体成果可以单位或课题组名义申报。多人合作成果填

写主研人员不得超过 5 人。由第一作者牵头申报。若以个人或部

分人单方面申报，须出具课题组协商证明，否则不予受理。 

申报成果是专著，但在前言或后记中注明是作教材用的，应

视为教材，不能参评。 

申报程序必须按要求进行，一项成果只向一处申报，不得多

头申报，否则作废。 

各分会、专委会和团体学会必须对上报的申报成果数额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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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弄虚作假,谎报虚报。 

1、申报参评成果，必须统一填报《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奖登记表》，(只附样表，自行翻印)，申报参评专著、工具书、

普及读物、古籍整理、编著、译著，均须提交 2 本（译著须包括 1

件原作品）；论文、调研报告须提交 1 份原件、2 份复印件；研究

成果社会效益、学术价值的评价，须提交与申报成果相同份额的

证明材料（包括 1 份原件）；各申报成果的《申报评审表》提交一

式 3 份。各分会、专委会和市、州教育学会将申报的成果汇总填

进《申报登记表》，报省教育学会。其中，属第一范围和第二范围

的教育科研成果还需附"成果申报表"(每项成果一份)，以便由省教

育学会报送省社科联。 

2、初评推荐 

省教育学会将根据各分会、专委会和团体学会的申报成果数

额，下达初评推荐指标。各会必须按下达的控制数额，进行认真

初评，并写出初评材料和评审意见，加盖公章，报省教育学会。 

四川省优秀教育科研成果评奖论文评审费和专著评审费分别

为 50 元和 70 元（参照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标准）。 

四、评奖程序 

省教育学会将在全省范围内聘请知名资深的教育专家组成评

审委员会，对申报成果评审要兼顾全面，既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成

果，也重视应用研究成果；既重视客观研究的成果，也重视各学

科微观研究的成果；既重视专著性成果，也重视论文性成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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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重视中青年优秀科研成果。对已故作者的成果，在评审时要一

视同仁。会员和非会员的成果也要一视同仁。评审中出现的问题，

由评审委员会领导小组负责解决和解释,其他评审员不得擅作解

答，评审员和工作人员必须严守纪律秉公办事，不绚私情，科学、

客观、公平、公正地进行评审。对将评审情况外泄的人员，予以

纪律处分，直至取消评审资格，并通报所在单位。 

五、专家评审委员会人员组成 

四川省第十四次优秀教育科研成果评审委员会将由省教育厅

领导担任主任委员，相关处室领导担任组长，评审委员将由相关

高校教育专家、中小学一线教育专家及教育教研行政部门领导等

担任（如有成果申报（包括合作）的本人一律不得担任评委）。 

六、奖项评定 

评审委员会对申报的成果按 10%、20%、70%左右的比例分别

评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在对获奖成果进行严格的审核后，

将在省教育厅网站上公示 15 天。同时，根据省社联下达给省教育

学会的推荐数额，从获奖成果中推荐出优秀成果参加省社会科学

评奖。在公示无异议之后，省教育厅将下发获奖通知。（参评成果

在评奖后四个月内可退还） 

七、评奖时间安排 

1、申报阶段：各分会、专委会、市、州教育学会，认真填写

《申报登记表》，汇总申报材料后，务必于 5 月 15 日以前（以邮

戳为准）将《申报登记表》报送省教育学会秘书处，逾期不予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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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2、四川省第十五次优秀教育科研成果评奖办公室设在省教育

学会秘书处。联系电话：028-85592622，85592838，地址：成都市

武侯区玉华村 8 号，邮编：6100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