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我校举办高水平项目申报指导专题讲座

为进一步提高学校教师科研能力，提升项目申报水平，

3 月 3 日晚上 19:00，学校在致美楼 206 会议室举办了题为

“高水平项目申报的‘道’与‘术’”的课题申报指导专

题讲座。此次讲座由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博士

生导师杨小军教授主讲，学校党委书记余克泉、副校长彭泽

立、夏能权等亲临会议现场，各学院教师代表及科研创新团

队等 100 余人聆听，科研处处长刘光平主持讲座。

杨小军教授首先介绍了自己的研究和学习经历，以自身

经验出发，分享了他在学术生涯中进行课题申报时所遇到的

普遍性问题。随后，他从项目的选题、项目内容论证，以及

对细节的打磨等三个方面，详细介绍了一个高水平的项目申

报应该如何进行。杨小军教授讲到，项目选题应当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结合地域特色和学校专业特色，从学科边缘交叉

处及当下的趋势热点中找寻到研究问题。经过杨小军教授两

个小时深入浅出的讲解与分享，让在座教师们了解了高水平

项目申报的操作方式与具体要求。

最后，刘光平对讲座进行了总结发言，指出杨小军教授

的经验分享十分具有实操意义，希望学校教师从中取得收获，

并鼓励教师们往后积极参与项目申报。





二、我校举办“湖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2 年课题申

报专题指导”讲座

为了进一步提高科研课题申报质量，持续推进“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4 月 12 日晚上 7:00，学校在致美楼三

楼会议室举办“湖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2 年课

题申报专题指导”讲座。此次讲座由学校副校长夏能权主讲，

各课题申请教师现场聆听，学校科研处处长刘光平主持讲座。

夏能权首先介绍了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以下简称

“省教科规划课题”）着眼于教育科学的特点与性质，强调

该课题要起到推动湖南教育改革发展的作用。接着，夏能权

以其自身成功申报省教科规划课题的申报书为案例，分步拆

解申报书的各个部分并详细讲解，深入浅出地分享了自己的

撰写思路与逻辑经验；同时，针对此次申报材料的情况与问

题，夏能权进行了逐一点评，指出要将项目思维转变为课题

思维，特别是申报书的每个部分都要相互呼应联系或者逐步

递进，而非彼此孤立。科研处处长刘光平则分享了此次课题

评审的总体专家意见，表示省教科规划课题的评审落脚点主

要在于课题选题、研究内容、逻辑关系、研究基础、行文表

述五个方面，这为教师们进一步修改完善申报书提供了相关

参考依据。



经过现场积极讨论与深入交流，与会的各课题申请教师对

省教科规划课题申报书的撰写方法、目标内容、整体逻辑思

路都有了新的认识，科研热情得到进一步提升。

最后，刘光平作总结发言，要求课题申请教师会后及时修

改自己的申报书，力争有更多教师的课题成功立项。





三、学校举办“常态化疫情防控下高校教职工心理压力及其应对

技巧”为主题的线上心理健康教育讲座

10 月 13 日下午，学校举办了以“常态化疫情防控下高校

教职工心理压力及其应对技巧”为主题的线上心理健康教育

讲座。本次讲座特邀中南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专家唐海

波教授作专题辅导报告，全校教职工和学校心健中心对口协

作的三所院校部分教职工观看了讲座直播。

讲座现场，唐海波教授结合自身多年丰富的从业经历，

从心理压力的含义、心理压力对人们造成的伤害、心理压力

的简单自我判断、心理压力的应对方法以及抑郁症识别与治

疗等五个方面入手，引用经典案例和专业心理测试，引导老

师们合理评估自己的压力与抑郁现状，教会大家压力调节的

实用技巧，深入浅出地向教职员工传授积极面对心理压力的

经验做法。讲座过程中，与会老师听得十分投入，主动参与

心理测试，积极在线上留言。提问环节，唐教授对老师们的

疑问进行了一一解答。讲座结束后，老师们纷纷表示，本次

讲座贴合老师们身心健康特点，讲座内容十分丰富，语言生

动有趣，大家都感到受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