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川 省 教 育 厅 文 件 
 

川教〔2017〕6 号 

 

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四川省第六届普通教育教学成果评奖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教育局，各省属有关单位： 

为奖励普通教育领域（含基础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以下简

称“普教”）取得教学成果的创造性劳动，鼓励在教学活动中开

展教育科学研究，推广教学成果，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根

据《教学成果奖励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151 号)

和《四川省教学成果奖励办法》（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 92 号），

经省政府办公厅同意，决定开展第六届普教教学成果评奖工作，

请务必高度重视，加强领导，认真做好宣传、申报、初评、推荐



和各项评审工作。 

本届普教教学成果奖的材料接收截止日期为 2017 年 9 月 8

日（以邮戳时间为准），过期不予受理。 

通信地址：成都市双流航空港黄荆路 11 号四川省教科所。 

邮编：610225。 

联系人：王真东、杨贤科。 

联系电话：028-85876123、028-85876182。 

E-mail：scsghb@126.com。 

 

附件:1.四川省第六届普教教学成果评奖实施办法 

2.四川省第六届普教教学成果奖评审委员会及办公室 

3.四川省普教教学成果奖申请•评审书 

4.四川省普教教学成果奖简述书 

5.四川省普教教学成果申奖公示 

6.四川省普教教学成果推荐汇总表 

 

 

四川省教育厅 

2017 年 1 月 9 日 



附件 1 

 

四川省第六届普教教学成果评奖实施办法 

 

一、评奖对象及条件 

评奖对象是在普教领域反映了教育教学规律，具有独创性、

新颖性、实用性，并已对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产生了明显改革效益

的教学方案或教育改革成果。 

成果内容包括教学研究成果（反映课程及教学改革与实践探

究的成果，包括课程、教学、评价、资源建设等，可以是综合性

的，也可以在某些方面有所侧重）和教育研究成果（反映教育管

理改革与事业发展的成果，包括师资队伍、现代学校制度、区域

教育监测与评价及其他综合改革的成果等）两大方面。 

成果来源可以是各级各类课题或自选项目；成果类型相应地

分为课题成果和个体经验。市级及以上课题研究的成果必须经市

级或以上教科研机构组织的专家鉴定并结题，县、校级课题研究

成果必须按照各市州有关规定进行成果鉴定并结题，自选项目研

究成果必须经市级或以上教科研机构组织的专家鉴定，方可申请

省级教学成果奖。 

经过两年及以上教育教学实践检验，并具备以下条件的成



果，方可申请省级教学成果奖：省内首创；在理论和实践上有先

进性；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全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形成时间一

般应为省第五届普教教学成果评奖之后。创造性地推广应用教学

成果并取得显著成效的，也可申请省级教学成果奖。 

已获省、部级及以上奖励的成果不得申请省级教学成果奖。 

二、奖励范围 

奖励范围是四川省行政区域内的各级各类学校，以及参与普

教工作的其他学术团体和社会组织；教师和其他公民。 

作为成果完成单位，每所基础教育和中职学校最多申报一项

成果，教科研机构或高等院校可申报多项。每项成果的完成单位

数量不超过 3个。 

作为成果完成人，每人最多参与申报一项成果。每项成果的

完成人数量不超过 6人。 

三、申报限额 

根据各市（州）教育规模和事业发展现状，分配申报限额：

成都市 75 项，资阳市 22 项，雅安市、攀枝花市、阿坝州、甘孜

州各 17 项，其余各市（州）各 29 项。各市（州）推荐反映农村

学校教育教学的成果占比不得低于 30％。 

各省属有关单位要严格要求、择优推荐。 

四、奖项设置 



四川省普教教学成果奖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本届共设 300 项左右。其中，一等奖约 35 项，二等奖约 115

项，三等奖约 150 项。 

根据我省加快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以及国家单列职业教育类

教学成果奖的现实需要，本届普教教学成果奖将中职类成果获奖

比例设为 15%左右。 

五、组织领导 

四川省普教教学成果奖的评审工作由四川省教育厅负责主

管。省教育厅成立普教教学成果奖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省评

委会”）；在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所设评审委员会办公室（以下

简称“省评审办”），负责处理评奖日常工作（附件 2）。 

各市（州）教育局和省属有关单位是成果申报的推荐单位，

负责组织本区域或单位的成果初评、公示推荐等工作。 

六、申报材料 

（一）《四川省普教教学成果奖申请•评审书》（附件 3） 

在成果的方案设计论证、实验发展、实施过程中作出主要贡

献的单位、个人可作为成果的主要完成单位和主要完成人。每项

成果的主要完成人不超过 6人，主要完成单位不超过 3个。 

（二）《四川省普教教学成果奖简述书》（附件 4） 

这是盲评的重要依据，不得出现课题组研究人员的姓名、工



作单位、所在县（区）及市（州）等信息，违者取消参评资格。 

（三）四川省普教教学成果申奖公示（附件 5） 

申奖成果必须在有关完成单位，就其真实性、完成人、完成

单位等信息，公示 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方可申奖。 

（四）其他支撑材料 

课题研究成果要有成果报告、工作报告、检测报告、成果鉴

定书等。自选项目研究成果要有成果报告、专家鉴定意见等。 

（五）材料装订 

每项成果的纸质材料分别装成二袋。其中一袋只装《简述书》

（一式六份），另外一袋装其余有关材料（一式六份）。每个袋上

必须注明成果名称、成果第一完成单位、成果第一完成人、成果

编号和袋内材料清单。 

每项成果的电子材料与纸质材料相对应，分为两个文件夹，

并置于一个总文件夹内。同时，不得有单独的图像和音频资料。 

所有申奖成果材料，由省评审办存档，不予退还。 

七、申报程序 

单位或个人必须按行政管辖关系，逐级向上申报；市（州）

教育局汇总本区域成果，统一向省评审办推荐。多个单位或个人

联合取得的教学成果，由第一完成单位或完成人申报。 

省属有关单位及该单位所属的个人申报省级教学成果奖的，



由该单位进行资格审查，汇总后直接向省评审办推荐。 

省评审办不受理上述两种程序以外的其他成果申奖。 

八、评奖程序 

四川省普教教学成果奖的评审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和公正原

则，接受社会监督。 

（一）资格审查、初评和公示推荐 

各市（州）教育局、各省属有关单位，对本区域或单位的成

果材料进行资格审查、初评，并公示拟推荐成果的成果名称、完

成单位及完成人等有关信息 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排序、汇总、

统一报送省评审办（附件 6）。 

（二）资格复审、专家评审和答辩评审 

资格复审。省评审办按照《实施办法》关于评奖对象、奖励

范围、申报限额和程序等相关要求进行资格复查。 

专家评审。省评审办聘请专家，分学科领域，按照评审标准

和规定程序进行评审（具体标准和程序由省评审办专门制定）。 

一等奖答辩。按照 2︰1 比例进入一等奖候选的成果，必须

参加答辩。通过答辩者为一等奖，未通过答辩者为二等奖。 

（三）终审和公示 

省评委会负责终审，并将评审结果公示 30 日。任何单位或

个人对某项成果的真实性及权属问题有异议的，可自公布之日起



30 日内向省评审办举报。省评委会对异议给予裁定。 

凡提出异议的单位或个人，必须以纸质材料形式向省评审办

举报。提出异议者是单位的，应写明单位名称、联系人姓名、通

信地址并加盖公章；是个人的，应写明本人真实姓名、工作单位、

通信地址、并亲笔签名。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异议或举报不予受理。 

省评委会及省评审办严格保密举报者的实名信息。 

九、评奖标准 

根据《四川省教学成果奖励办法》第三、四、七条规定，对

申报成果从研究问题的实践性、研究成果的先进性、研究成果的

科学性、研究效果的应用性等四个方面进行评价。 

一等奖：在大面积或长时期的研究实践中形成的成果得到充

分验证肯定，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实践效果显著，对促进教育改

革与发展、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有较大的推广价值或很强的指导意

义，在全国产生了积极影响，在全省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等奖：在大面积或长时期的研究实践中形成的成果得到验

证肯定，实践效果明显，对促进教育改革与发展、提高教育教学

质量有一定的推广价值或指导意义，在全省产生了较大影响。 

三等奖：在一定范围内的研究实践中形成的成果得到验证肯

定，实践效果较明显，对促进教育改革与发展、提高教育教学质

量有推广价值或指导意义，在全省产生了一定影响。 



老少边穷地区的单位或个人针对当地教育教学特殊问题而

形成的、符合本地教育实际的成果，在水平相当时可优先获奖。 

十、批准和授奖 

专家评审结果经公示无异议后，报省教育厅党组审定，对获

奖成果的主要完成单位或个人授予证书和奖金。 

教学成果奖的奖金归获奖单位或个人所有，免征个人所得

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 

十一、评奖纪律及保障措施 

成果完成人、省评委会、省评审办及评审专家必须严守学术

规范，加强学术自律，严格按照《四川省教学成果奖励办法》和

本《实施办法》的要求，实事求是地进行申报、组织、评审。 

实行学术不端追责制度。凡申奖成果有弄虚作假或剽窃行为

者，一经查实，将取消其参评资格，撤销已授予的奖励，追回奖

金和证书，并责成有关单位追究有关人员的不端行为。 

实行申报项目公示制度。申奖成果的有关信息必须在成果完

成单位公示 5个工作日，各市（州）教育局或省属有关单位推荐

的成果信息必须在本地或单位公示 5个工作日。 

实行专家首轮盲评制度。所有成果必须首先接受盲评，评审

专家在不知晓成果完成单位和完成人信息的情况下进行评审。 

实行评审专家回避制度。成果完成人不能担任评审专家；评



审专家不能参与本人工作所在地区、单位的成果评审。 

实行一等奖候选成果答辩制度。一等奖候选成果的第一或第

二完成人必须参加现场答辩。专家通过现场质询、交流、合议，

投票表决确定最终获一等奖的成果。 

十二、其他 

本《实施办法》由省评审办负责解释。 



附件 2 

 

四川省第六届普教教学成果奖评审委员会 

 

主  任：朱世宏  省委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 

副主任：洪  流  省委教育工委委员，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何  浩  省委教育工委委员，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戴作安  省委教育工委委员，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李鸿才  省纪委派驻教育厅纪检组组长、教育厅党组成员 

刘  东  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总督学，教育厅党组成员 

成  员：傅  明  省教育厅法规综改处处长 

李志刚  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处长 

李  曦  省教育厅人事教师处处长 

何  庆  省教育厅基教处处长 

蔡存明  省教育厅职成处处长 

谢凤山  省教育厅民教处处长 

李孝武  省教育厅体卫艺处处长 

刘  涛  省教科所所长 

 

四川省第六届普教教学成果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刘  涛  省教科所所长 

副主任：王真东  省教育科学规划办副主任，教科所科研管理室主任 

成  员：省教科所有关同志 



附件 3 

 

四 川 省 普 教 教 学 成 果 奖 
 

申 请·评 审 书 
 

成果名称                                        

 

成果完成单位                                    

 

成果完成人                                      

 

推荐单位                                        

 

推荐序号                                        

 

成果编号      □□-□-□-□□□       

 

 

 

 

四川省教育厅 制 

2017 年 1 月 



填 表 说 明 

一、封面 

“成果完成单位”不超过 3个，每个均需加盖单位公章。 

“成果完成人”不超过 6人。 

“推荐单位”指市（州）教育局或省属有关单位。 

“推荐序号”和“成果编号”均由推荐单位填写。前者指

本成果在推荐单位总推荐汇总表中的序号。后者指本成果在推

荐单位的成果分类（完成单位和学科领域）中的序号（详见《申

请·评审书》和《简述书》中的“成果编号”规则）。 

二、成果完成人情况 

不得增加成果完成人和单位。 

三、成果介绍 

“成果来源”可以是各级各类课题（国家、省、市、县、

校）或自选项目。如果来源于课题，必须具体到年度、级别、

类型。比如，四川省 2013 年度教育科研资助金项目一般课题。 

“专家鉴定意见摘要”，市级及以上课题研究的成果必须

经市级或以上教科研机构组织的专家鉴定并结题，县、校级课

题研究成果必须按照各市州有关规定进行成果鉴定并结题，自

选项目研究成果必须经市级或以上教科研机构组织的专家鉴

定，方可申报成果奖。 



成果完成人情况 

第 
 

一 
 

完 
 

成 
 

人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  

工作单位  职称  职务  

通讯地址  邮编  电话  

现从事工作及学术专长  

完成成果过程中所做贡献 

第 
 

二 
 

完 
 

成 
 

人
（
可
空
缺
） 

姓名  年龄  职称（职务）  

工作单位  

完成成果过程中所做贡献 

 



其 
 

他 
 

主 
 

要 
 

完 
 

成 
 

人
（
可
空
缺
） 

姓名  年龄  职称(职务)  

工作单位  

完成成果过程中所做贡献 

 

 

姓名  年龄  职称(职务)  

工作单位  

完成成果过程中所做贡献 

 

 

姓名  年龄  职称(职务)  

工作单位  

完成成果过程中所做贡献 

 

 

 

姓名  年龄  职称(职务)  

工作单位  

完成成果过程中所做贡献 

 

 

 



成果介绍 

一、基本情况 

成果来源： 

完成时间： 

成果适用条件： 

 

 

成果实施与推广范围（需附支撑材料）： 

 

 

已获奖情况（需附支撑材料）： 

 

 

 

二、成果主要解决的问题 

 

 

 

 

 

 

 

 

 



三、成果的主要内容（认识成果、操作成果） 

 

 

 

 

 

 

 

 

 

 

 

 

 

 

 

 

 

 

 

 

 

 

 



 

 

 

 

 

 

 

 

 

 

 

 

 

 

四、成果的教育教学改革效益及社会影响 

 

 

 

 

 

 

 

 

 



五、专家鉴定意见摘要 

组织鉴定的机构名称： 

专家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鉴定意见： 

 

 

 

 

 

 

 

 

 

 

市（州）教育局或省属有关单位推荐意见 

 

 

经资格审查、初评、公示无异议，同意推荐该成果参评四川省

普教教学成果奖。 

 

 

（公章） 

年   月   日 

 



评 奖 意 见 

资格审查

意见 

是否符合申奖资格 是   否 理由  

成  果  类  型  

 

 

（公章）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省评审委员会办公室） 

 

专家组评审意见： 

 

 

 

 

 

 

 

 

专家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评委人数  

表决 

结果 

同意人数  

获奖等级  
不同意 

人数 

 

参加人数  
弃权人数  

 



省评审委员会审核意见： 

 

 

 

 

 

 

 

 

 

 

 

（公章）                 四川省教育厅（省评审委员会） 

 

年   月   日 

 

异议受理及处理情况 

 

 

 

 

四川省教育厅（省评审委员会） 

年   月   日 

 



附件 4 

四 川 省 普 教 教 学 成 果 奖 
简    述    书 

成果名称：                                        

成果编号：     □□-□-□-□□□       
一、成果主要解决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中的什么问题。 

二、成果主要内容，即认识成果和操作成果有哪些，包括教育教学改革

的价值取向、主要思路、方式方法、途径、措施、策略等。 

三、成果的教育教学改革效益及社会影响。 

（本表供盲评使用，“成果名称”及内容不得出现市（州）、县（区、市）、

完成单位及个人等影响公正评奖的信息。限 15000 字。） 

 

 

 

 

 

 

 

 

 

 

 

 

（可添页） 
 



《申请·评审书》和《简述书》中的“成果编号”规则 

为确保四川省普教教学成果评奖工作顺利开展，请各推荐单位在每项成果的材

料及资料袋上相应位置，按下列要求注明成果编号： 

成果编号：总序号－类别代码－学科领域代码－序列号 

一、总序号 

请用两空格“□□”，由省评审办统一编写，推荐单位不填。 

二、单位类别代码 

婴幼儿园-1，小学-2，中学-3，中职校-4，特教校-5，地方政府、教育及其他

行政部门-6，教研科研机构-7，高等院校-8，其他（含个体经验等）-9。 

三、学科领域代码 

优先排序的三方面成果：学前教育-1，中职教育-2，特殊教育-3。凡解决此三

方面问题的成果，直接对应 1～3的代码，而不需考虑 4～9的代码。 

其余成果对应代码：课程-4，教学-5，评价-6，资源建设-7，教育管理与事业

发展-8，其他-9。 

四、序号 

这是每个推荐单位区域内的单位及学科领域中的分类排序编号（三位数）。 

例如，“小学传统文化校本课程开发研究”是某市州“小学”“课程”中的第

2项成果，编号为：□□－2－4－002。 

又如，“中学数学阅读教学实验研究”，是某市州“中学”“教学”中的第 10

项成果，编号为：□□－3－5－010。 



附件 5 

 

四川省普教教学成果申奖公示 
 

成果名称： 

     

成果完成人（不超过 6 人）： 

 

成果形成过程： 

本项成果自       年   月至       年   月，在                 

范围内进行了研究检验。 

 

 

成果完成单位（不超过 3 个，盖章）： 

年   月   日 

 

以上公示，必须在本项成果的各完成人所在单位张贴 5个工作日。

如对以上信息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成果第一完成单位实名举报。 

异议受理人：           职务：             电话： 



附件 6 

四川省普教教学成果推荐汇总表 

推荐单位（盖章）： 
推荐序号 成果编号 成果名称 成果完成 

单位 
成果 
完成人 联系电话 

            
            
            
            
            
            
            
            
            
            
            
            
（可添行） 
 

填表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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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公开选项：公开 

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7 年 1 月 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