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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

“三级论证”工作之学校层面第一轮次论证会掠影摘编

202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申报工作呈现新变化、新要求。

一是当前全国和全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异常严峻复杂，对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申报论证工作开展造成一定影响；二是 2022 年度国家社

科基金年度项目 23 个学科首次全部实行网上系统申报，对申报工作

提出新要求；三是 202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申报工作，国家

明确要求各省“申请单位要着力提高申报质量，从严控制申报数量”，

（2021 年表述为“适度控制申报数量”）。因此，这对国家社科基

金的“三级论证”工作、尤其是对学校层面的第三级论证工作开展提

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也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提高论证质量。

面对新情况、新要求，为着力提高论证申报质量，学校成立河南

师范大学 202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工作领导小组，由校党委常委、副

校长李雪山教授任组长，社会科学处处长李永贤教授任副组长，统一

组织领导课题组、学院、学校层面的“三级论证”工作。

自元旦至农历新年前，各学科组和各相关学院按照《河南师范大

学 202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三级论证”工作实施方案》有

序开展学科组、学院层面论证工作，校党委常委、副校长李雪山教授、

社科处处长李永贤教授带领社科处相关同志分头深入文科十四个申

报单位指导项目论证工作、解读 202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申报的新要

求新变化。

2022 年新春伊始，社会科学处按照原定计划组织开展 2022 年国

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学校层面“双轮次”论证工作。在前期学科组、

学院论证基础上，学校层面的论证工作分两轮次进行。第一轮论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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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学科相近原则由各文科单位承办。根据疫情防控要求，依托腾讯

会议、钉钉等网络平台邀请校外专家进行线上论证辅导（校内申报老

师须线下参加），第二轮论证会主要邀请校内有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经历、富有申报经验的专家教授以线下论证辅导的形式开展。

2022 年 2月 20 日-23 日，全校文科单位以“线上+线下”相结合

方式分 12个学科组开展学校层面的“第一轮次”论证工作。累计邀

请校外相关学科领域专家 55人（其中国家社科基金会评专家 23人，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36人）、校内各学科领域专家 11人

对我校申报材料逐一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为提高我校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申报论证质量奠定了坚实基础。相关工作掠影摘编如下：

一、外国语学院（外国文学、语言学学科）

2 月 22 日下午，外国语学院在学院会议室和智慧教室分 2个会

场，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外国文学和语言学两个方向

的第一轮次论证会议。会议邀请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浙江工商大学、郑州大学和杭州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国

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和主持有 2 项及以上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经历的专家进行线上评议，学院领导、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

教师和部分其他教师及研究生代表参加了论证会。会议由院长刘国兵

教授主持。

论证会上，外国语学院院长刘国兵对参加本次会议的专家表示真

诚的欢迎和感谢。在专家评议阶段，上海外国语大学李维屏教授，华

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苏晖教授，杭州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长周敏教授，

浙江工商大学李文中教授，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葛继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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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和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甄凤超副教授六位专家对各位老师的

项目申请书分别从选题、研究内容、创新之处等方面详细地向各位老

师提出了很多可行性的建议，给各位老师以新的灵感和启示。各位老

师就自己存在的疑惑和问题与专家展开了进一步深入的交流，并虚心

听取专家们的意见和建议。梁晓冬教授代表外国文学方向的老师向专

家们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在百忙之中参加此次会议，以严谨认真的态

度向各位老师指出了申报书中存在的问题并给与相应的中肯建议。

（外国语学院论证会现场）

（外国语学院专家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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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哲学、政治学、国际问题研究学科）

2 月 20 日上午，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在 517 会议室举办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分学科论证会。相关领域专家、校社会科学处负责人、学

院领导班子成员及项目申报人等 50余人参加论证会。会议由国家社

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学院院长李洪河教授主持。

按照社科处统一安排，我院承办哲学、政治学、国际问题研究三

个学科的项目论证工作，学院邀请郑州大学 5位相关领域专家担任现

场评审人。论证会分两个阶段进行。首先是专家评审阶段，5 位专家

对各自领域的申报书进行评审，并就关键处在申报书上标注意见。其

次是专家和申报人互动环节，先由学科领域专家对本组申报书中存在

的共性问题进行说明，然后对申报书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与申请人沟通

交流。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李洪河向专家介绍申报论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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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学院（理论经济、应用经济、管理学、图情学科）

为进一步提升国家级课题申报质量，推动全院科研工作再上新台

阶，2 月 23 日和 24 日，商学院分别召开了 202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经济学科组与管理学科组专家论证会。本次论证会采用线上线下

相结合、多个分会场同步推进的方式。商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与图书馆等单位相关学科的 44 位申报教师进行了现场

汇报，论证会特别邀请山东大学、南开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浙江工

业大学等高校的国家社科基金会评专家，对本年度拟申报选题进行了

科学论证与指导。论证会由商学院院长杨玉珍教授主持。我校社科处

相关负责人、学院负责人、各学科组带头人及参与项目申报的老师现

场参加论证会。

各位专家根据自己多年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审及会评的切

身经历，从评审专家的视角，对拟申报项目进行了认真指导和全面分

析，并针对教师申报书中存在的不足之处给出了具体指导和修改意见。

广大老师们纷纷表示，各位专家的意见和建议细致精准，对进一步完

善申报材料，提高项目论证质量有很强的启发作用。

（商学院论证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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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学院（中国文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

2 月 22--23 日，文学院分别在崇文楼二楼会议室、党建书屋举

行了 6 场论证会。论证会邀请了中山大学、南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

等高校的 6位知名专家，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两个会场同步推进的

方式进行，对拟申报的 22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进行了深入论证指导。

论证会上，6位专家根据自己多年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审或

会评的切身经历，结合自己中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经验，从评审专家

的视角，对老师们的申报书提出了中肯实用的指导意见。我校社科处

相关负责人、学院负责人、各学科组带头人及参与项目申报的老师现

场参加论证会，其他 20余位骨干教师线上旁听学习。论证过程中老

师们针对自己论证中的困惑，与各位专家进行线上交流。

（文学院论证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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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育学部（教育学学科）

2 月 19 日、25 日，教育学部在田家炳 801 会议室，以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模式召开了 2022 年度国家级项目申报论证会。会议分别邀

请了天津师范大学白学军教授、河北大学宋耀武教授以及华中师范大

学龚少英教授对申报项目书进行在线点评和指导。教育学部主要负责

人，心理学院拟申报国家基金项目的教师以及其他相关教师参加了论

证会。

论证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经验分享。专家们结合多年的

申报和评审经验，分别从项目选题、研究框架、思路方法、研究计划

等方面分享了申报国家级课题的经验以及撰写申报书的注意事项。专

家们都特别强调，选题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发展的需求。论证会第二阶

段，项目指导。每个申报者首先向专家汇报项目申报内容，专家们针

对每个项目的选题、文献综述，研究思路、特色与创新以及拟解决的

关键问题等进行了详细而中肯的指导，提出了诸多修改意见和建议。

（教育学部论证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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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学科）

2 月 22 日-23 日，由社会科学处主办、历史文化学院承办的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历史学科）校内论证会成功举办。会议采取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共邀请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北

京师范大学等科研院所的 11名专家进行线上指导论证，社科处处长

李永贤、副处长刘新争、历史文化学院负责人出席会议，来自历史文

化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文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以及图书馆

等单位的申报教师 30余人参加了本轮论证会。

论证会上，各组别与会专家在充分审阅项目申报材料的基础下，

结合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的具体情况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指导，意

见建议细致精准、剖析透彻到位，对申报项目负责人进一步完善申报

材料，提高项目论证质量有很强的启发作用。

（历史文化学院论证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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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法学院（法学学科）

2 月 23 日，法学院在 303 会议室召开 202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申

报论证会。会议邀请了中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彭中礼教授、四川大学

博士生导师周伟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李长健教授、河南财经政法

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陈晓景院长担任本次论证专家，进行线上指导。

周伟教授指出申报教师在项目初始应格外重视选题，申报内容与

框架思路应紧扣主题，在课题的研究学术价值上进一步强化创新点，

结合十四五规划与国家政策，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年与中年教师的批判

精神，并强调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重要性。李长健教授表示选题应与

国家需求和社会需要紧密衔接，体现创新性思维，另外从文献概述、

研究方案设计、参考文献、逻辑衔接方面对申报书进行了指正。

（法学院论证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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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社会事业学院（社会学、人口学、宗教学学科）

2 月 23 日，学院在崇智楼 503 教室举行 2022 年度社会学、人口

学、宗教学三个学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论证会。本次会议采取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同时进行，特邀国家社科基金会评专家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翟振武、刘少杰、吉林大学教授田毅鹏、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江立

华；河南大学教授凌文豪、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获得者华北水利水

电大学教授李贵成担任评审专家。社会事业学院及学校其他学院拟申

报 2022 年国家社科社会学、人口学、宗教学项目的教师参加。

会议分为社会学组、人口学组，其中社会学组论证会由院长魏雷

东主持，人口学组论证会由副院长海龙主持。专家们于会议中对拟申

报项目进行逐一点评。会后，院长魏雷东对特邀专家表达了感谢并对

会议进行了总结，鼓励所有教师围绕国家的大政方针，根据时代背景

充分发挥个人学科优势，持续推进学院科研工作。

（社会事业学院院长魏雷东主持论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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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列科社、党史党建学科）

2 月 22 日，2022 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申报马列科社、党史

党建组校级第一轮论证会在平原楼 201 举行。本次论证会采取现场和

腾讯会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论证会邀请到 5位国家社科基金评

审专家，他们分别以函评、线上评议的形式对申报书进行点评和辅导，

社科处李永贤处长、刘新争副处长、徐新豪老师，马克思主义学院蒋

占峰院长、余保刚副院长以及申报教师出席了会议。

此次论证会以专家辅导为主。会前，申报材料已经发送给每位专

家，每位申报教师的材料至少由 2 位专家审阅。会议开始后，每位专

家分别从课题名称、课题破题、学术史梳理、研究动态、研究价值、

研究对象、框架思路、重点难点、主要目标、研究计划、研究可行性、

创新之处、预期成果、研究基础、参考文献等方面就负责审阅的论证

材料进行逐一辅导，提出有针对性的修改意见和建议。会中，申报教

师与专家进行了深入交流。

（社会科学处处长李永贤、副处长刘新争参加论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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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体育学院（体育学科）

2 月 23 日，体育学院召开 202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学校层面

体育学科论证会。论证会特别邀请北京体育大学、吉首大学、武汉体

育学院、天津体育学院等知名专家学者组成评审专家团，并对项目申

报老师的选题及论证进行指导。论证会由体育学院院长岳贤锋主持。

岳贤锋院长首先介绍了出席本次论证会的各位专家，并对各位专

家的莅临指导表示了诚挚的谢意。随后，专家们就申报中的政策导向、

申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论证书撰写中的注意事项等相关问题，进行

了详细解读和全面分析，并针对教师申报书中存在的不足之处给出了

具体指导和修改意见，为后续修改指明方向。各位申报教师纷纷表示

经过此轮专家论证辅导获益匪浅。不仅对国家社科申报有了更加清晰

明确的认识，对今后学术思路的扩展、学术格局的拓宽、学术规范的

养成也都大有裨益。

（体育学院论证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