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4年教育综合改革重点项目拟立项名单

序号 改革项目 单 位 负责人
评定

等级

经费

（万）

1
教育强省建设的理论阐释、基本

问题、路径实践与对策研究
河南师范大学 宋晔 委托 10

2
“十四五”河南省教育改革发展

成效、问题分析暨“十五五”教育

发展战略研究

河南师范大学 崔振民 委托 10

3
人口负增长背景下河南教育发

展趋势和对策战略分析研究
河南大学 王振存 委托 10

4
“三个调整优化”实践分析与特

色发展及战略构想研究
河南大学 张向东 委托 10

5
河南省一流高校建设和优势学

科锻造实践分析和基本问题、实

现路径以及战略构想研究

河南师范大学 朱遵略 委托 10

6 河南省产科教一体化研究 郑州大学 曹武军 委托 10

7
新质生产力引领省域高校教育

教学综合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中原科技学院 王天泽 委托 10

8
适应人口变化的基础教育资源

配置改革
中原科技学院 郭锐 委托 10

9 河南省中小学布局优化调整改 河南省教育 仝志贤 委托 10



革 资源保障中心

10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及人工智

能赋能高等教育改革
郑州大学 别荣海 重点 10

11
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生综合评价

改革
河南工程学院 刘永涛 重点 10

12
应用型高校高质量发展考核评

价改革
洛阳理工学院 马珺 重点 10

13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建设改革
黄河水利职业

技术学院
胡昊 重点 10

14
“教育家精神”引领下的河南省

高职高专教师队伍建设改革

漯河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
巩少青 重点 10

15
国培引领下的县域教师发展支

持服务体系改革
永城市教育局 杨明月 重点 10

16 高校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改革 河南工业大学 刘志军 一般 3

17 本科学校“大部制”实践改革
河南财经政法

大学
司林胜 一般 3

18
高质量发展导向的本科高校“院
办校”改革

华北水利水电

大学
马建琴 一般 3

19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具身化教

学改革

河南中医药

大学
司华峰 一般 3

20
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及内部

治理体系改革

郑州轻工业

大学
白艳红 一般 3

21 民办高校规范管理与创新发展 河南大学 岳红强 一般 3



改革

22
深化中小学教师“县管校聘”改
革

信阳师范大学 陈卓 一般 3

23
新时代地方本科高校全面深化

改革体系构建
新乡医学院 任文杰 一般 3

24
教育强省视域下省管本科高校

学科专业调整优化改革

郑州航空工业

管理学院
崔俊勇 一般 3

25
应用型高校改革发展资源配置

及制度安排研究
黄淮学院 李恩中 一般 3

26
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院办校”
改革

商丘师范学院 张志坚 一般 3

27
“教育家精神”引领下地方师范

院校基础教育卓越教师培养改

革

周口师范学院 张宝强 一般 3

28
地方应用型高校的有所先为、有

所后为—以安阳工学院为例的

“院办校”改革

安阳工学院 彭仁海 一般 3

29
产教融合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高

校科技成果转化长效机制改革
黄淮学院 兰军瑞 一般 3

30 工业软件类人才培养改革 河南工程学院 李利英 一般 3

31
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学部制改

革
新乡学院 李文星 一般 3

32
新时代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师评

价改革
洛阳理工学院 贾金玲 一般 3



33
专业评价指引下的专业内涵建

设改革与创新
河南警察学院 徐晓慧 一般 3

34
新时代民办高校思政工作队伍

建设改革
郑州商学院 裴晓涛 一般 3

35
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科学院+特
色学院+产业学院”一体化建设

改革

河南牧业经济

学院
杨国宇 一般 3

36
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院办校”
改革探索

信阳农林学院 黄松 一般 3

37
应用型高校乡村振兴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
黄淮学院 袁野 一般 3

38
河南省基础教育教师分层分类

精准培训体制改革

河南财政金融

学院
孟玉红 一般 3

39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民

办本科高校学部制改革
中原科技学院 赵健 一般 3

40
“教育家精神”赋能民办高校师

德师风建构路径改革
新乡工程学院 樊玉立 一般 3

41
中小学教师培训数字化转型改

革
河南开放大学 尼珊瑜 一般 3

42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评价体系改

革

河南机电职业

学院
朱相帛 一般 3

43
高职院校科技人才激励与评价

制度改革

黄河水利职业

技术学院
王忠伟 一般 3

44
产科教融合视域下职业教育现

场工程师联合培养模式改革

河南职业技术

学院
夏新颜 一般 3



45
产教融合视域下高职专业设置

与结构调整优化改革

郑州铁路职业

技术学院
李福胜 一般 3

46
高职院校有组织科研行为促进

产学研用贯通的机制改革

河南经贸职业

学院
王新庆 一般 3

47
优化校企协同育人模式 深化

产教融合发展改革

河南工业贸易

职业学院
李国锋 一般 3

48
产教融合背景下“三双四共五对

接”的现场工程师协同育人模式

改革

河南机电职业

学院
李想 一般 3

49
新时代高校思政教师队伍建设

与提升改革

河南信息统计

职业学院
罗坤 一般 3

50
新时代高职院校思政工作队伍

建设改革

河南轻工职业

学院
吕淼 一般 3

51
“行业驱动、校企共建”的地矿类

职业院校产教融合新生态改革

河南地矿职业

学院
杨健 一般 3

52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改革 开封大学 叶飞 一般 3

53
“双高工程”建设背景下医学教

育产教融合发展改革

郑州澍青医学

高等专科学校
张曼平 一般 3

54
基于“五位一体”高职校企合作

人才培育机制改革

信阳职业技术

学院
胡金娟 一般 3

55
现代产业学院“三元协同、四维

对接、五环贯通” 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

郑州旅游职业

学院
韩志孝 一般 3

56
民办高职院校“双带头人”教师

党支部书记培养机制改革

焦作工贸职业

学院
吕全建 一般 3



57
地方高职院校产业学院运行机

制改革

开封文化艺术

职业学院
何新 一般 3

58
技能型高校改革发展资源配置

及制度安排研究

驻马店职业

技术学院
苏新留 一般 3

59

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

障体系构建改革—以河南地矿

职业学院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为

例

河南地矿职业

学院
焦洪涛 一般 3

60
积极心理学视域下心理健康教

育模式改革

南阳农业职业

学院
丁笑生 一般 3

61
以教育家精神引领新时代职业

院校教师队伍建设改革

郑州财税金融

职业学院
李晓东 一般 3

62
“三全育人”视域下高职心理健

康教育模式改革

南阳科技职业

学院
魏小刻 一般 3

63
应用型民办高校高质量发展模

式改革

林州建筑职业

技术学院
温亚丽 一般 3

64
“双减”视域下的科学教育加法

改革

河南省实验

小学
王献甫 一般 3

65
中小学法治宣传教育长效机制

改革
新乡市教育局 冯健 一般 3

66 本科高校“部办校”改革
河南财经政法

大学
张扬 培育

67 高校教师评价制度优化改革
华北水利水电

大学
王艳成 培育



68
重点学科建设过程监测－质量

评价－持续改进闭环管理模式

改革

郑州轻工业

大学
肖艳秋 培育

69
信阳师范大学“101”景明树人工

程改革
信阳师范大学 朱四倍 培育

70
基于激发内生动力和提升治理

水平的“院办校”改革
河南科技学院 赵颖 培育

71
数智化背景下“体教心医”多维

融合 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改革
黄河交通学院 胡世雄 培育

72
地方院校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

障及内部治理体系改革
南阳师范学院 曹路漫 培育

73 二级学院资源配置改革 河南农业大学 李焕锋 培育

74
非独立法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管理体制机制改革
平顶山学院 于长立 培育

75
应用型民办高校高质量发展模

式改革—以信阳学院实施内涵

高质量规划 3.0为例

信阳学院 王北生 培育

76
应用型民办本科高校行政管理

中的“大部制”改革
郑州科技学院 刘亮军 培育

77
三螺旋理论视域下应用型本科

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模式改革
郑州工商学院 房春燕 培育

78
有组织科研行为促进产学研用

贯通的机制改革
郑州财经学院 许玲玲 培育

79
产教融合视域下装备制造类专

业现场工程师培养改革

河南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王宏颖 培育



80
服务新时代和美乡村建设的高

职农林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河南林业职业

学院
李书民 培育

81
高职院校教师多元化分类评价

体系改革

河南水利与环

境职业学院
王秋实 培育

82
基于“四链互通”背景下高职院

校产教融合育人模式改革研究

信阳职业技术

学院
张丹 培育

83
产教融合赋能高职创新创业教

育模式改革

河南轻工职业

学院
杨敬伟 培育

84
高等职业院校产教融合创新改

革

河南物流职业

学院
朱红恒 培育

85
高职院校专业群产教融合发展

模式改革

河南女子职业

学院
李昊琼 培育

86
全程监测 精准评价 数字赋能：

专科师范生人才培养质量监测

与评价改革

安阳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康伯春 培育

87
推进产教城深度融合 赋能漯河

“三城”建设

漯河职业技术

学院
魏萍 培育

88
河南省高考综合改革背景下普

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试

卷结构改革

河南省教育

考试院
李慧锦 培育

89
数字技术赋能高考题库建设改

革

河南省教育考

试命题与评价

中心

李进栓 培育

90
河南省幼儿园食育改革实施方

案

河南省实验

幼儿园
方明荣 培育



91
基于“双减”背景下的科学教育

改革

开封市教育

体育局
李雯静 培育

92
洛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小规

模学校撤并改革
洛阳市教育局 陈建银 培育

93 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改革
平顶山市教育

体育局
杨全军 培育

94
基于自主学习的小学生主体多

元发展性评价体系改革
安阳市教育局 赵彦军 培育

95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改革
鹤壁市教育

体育局
王洋 培育

96
基于人工智能环境的教师培训

机制改革
焦作市教育局 狄方胜 培育

97
职普融通视域下的综合高中发

展改革
濮阳市教育局 齐永军 培育

98
基于家校社协同的青少年心理

健康体系改革
许昌市教育局 崔劳资 培育

99
基于“五育并举”的学生多元评

价体系改革
商丘市教育局 韩先领 培育

100
新时代中小学教师培训体系改

革

周口市教育

体育局
李丹 培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