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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举办第四期国家基金项目申报专题讲座 

  

12月 9日下午，科技处特邀武汉纺织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助

理、博士生导师刘凡教授来我校指导讲座。刘凡教授是中国文艺理论

家协会会员、墨西哥国立美术学院等多个国内外大学客座教授，主持

国家社科基金、全国教育规划重点课题，曾获批国家艺术基金后期资

助项目、国家艺术基金青年创作项目等。讲座在行政楼八楼理事会会

议厅举行，由科技处处长胡容玲主持，艺术设计学院胡雨霞院长带领

学院全体老师参会，外国语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图书馆对申报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有意向和有兴趣的老师参与学习交流，现场座无虚席。 



刘教授从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设置、项目申报要点、项目如

何选题三个方面逐一展开，指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要体现时代特征、

问题导向、创新意识。她强调选题是一项重要的研究工作，从选题的

角度、选题的问题意识、选题的技巧、前期研究等方面讲述了如何进

行选题。选题要结合项目申报指南和自身研究基础，对现实生活中发

现的价值问题、理论研究中发现的新问题进行研究，另外特别强调要

从交叉学科的选题上进行深入挖掘。前期研究成果要聚焦研究方向，

申报国家基金项目前通过发高水平文章、报省部级课题作为支撑，在

撰写申报书时，已经被期刊收录但尚未发表出来的论文如果已经出了

研究报告的，可以研究报告形式作为前期成果。对该方向研究领域的

专家及其成果要悉知，可围绕拟研究方向的关键词在国家社科基金网

查询近五年获批的项目情况，找到了这些专家，再在知网上搜索这些

专家的论文进行学习。通过学习这些研究者的论文以及他们的参考文

献，就对本方向的研究情况有了基本了解。在申报学科门类上，专家

指出不仅可以从本专业领域申报，还可以从选题相关的其他学科着

手。最后刘教授对申报书的撰写详细讲述，指出需要注意的事项。 

刘教授的讲座不仅给老师们打开了新的项目申报思路，还在方法

上给予了明确的路径指导。 

在交流环节，各位老师就自己在选题及项目研究中的想法和困惑

向刘教授进行了请教，刘教授一一解答，老师们反应收获颇多。 

 



学校举办第五期国家基金项目申报专题讲座 

  

12月 16日下午，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多项国家及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获得者谭渊教授应邀来我校指导讲

座。讲座在行政楼八楼理事会议厅举行，科技处处长胡容玲主持，外

语学院、经管学院、艺术设计学院有意向申报社科基金项目和对科研

感兴趣的老师参加培训学习。 

谭教授重点以学院如何进行科研有效组织及个人如何申报国家级

科研课题为主题，从学院组织管理角度和个人科研角度做了全面而细

致的介绍。他讲到在组织老师做科研时，学院层面要做到科研管理常

态化，以华科外语学院的科研为例，一是成立研究中心，形成团队效

应；二是设立科研岗，激励研究人员出高水平成果；三是国家级项目

申报工作前移，每年 6月请国家社科基金申报成功者交流经验，组织

申报动员会；四是跟进管理，帮助老师寻找热点和灵感；五是分管领

导与近年新进老师谈话，直接指导科研工作；六是组织内部评审交

流，请往届申报成功者帮助修改。谭教授还结合亲身经历，总结了个

人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心得，他指出成熟的论文核心内容就是好



的申报书基础，可在其基础上结合当前国家政策重新提炼观点，为老

师们选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其次，积极参与重大课题申报，从前辈高

人的课题中学习，积累研究经验，丰富研究基础。重视跨学科研究，

对跨学科创新与个人研究领域宏观把握，在交叉学科领域寻找突破

口。多与同行专家交流，及时总结申报失败的原因和不足。 

最后，谭教授向老师们提出了几点建议：要注重项目的创新性、

原创性，注意研究一级学科内相关学科课题的思路、视角，特别强调

35岁以下的老师抓紧申请国家青年课题，做好前期研究基础积累，多

看前沿期刊、综述性论文、引用率高的文章。 

讲座干货满满，老师们听完意犹未尽，踊跃就科研选题、创新

点、国外期刊查询路径等向谭教授请教，外语学院副院长许敏从科研

管理、如何激发教师科研热情的角度也向谭教授进行了请教，谭教授

耐心为老师们逐一解答。 

学校举办第六期国家基金项目申报专题讲座 

   

 12月 23日下午，科技处特邀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

心孙军强教授来我校作关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的专题讲座。



孙军强教授是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国家光电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

导师，“华中学者”特聘教授，曾主持 1项国家自科基金重点项目、7

项国家自科青年和面上项目、1项国家“863”计划项目，入选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湖北省跨世纪学术骨干。讲座在行政楼八楼理事会

会议厅举行，常务副校长吴昌林教授出席并讲话，信科学院、机电学

院、城建学院、艺术学院、外语学院、基科部有意向申报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的老师参加培训。讲座由科技处胡容玲处长主持。 

吴校长表达了对孙教授的欢迎，希望孙教授从申报人和评审人角

度对老师们多提指导意见，同时简要介绍了学校申报国家基金的现

状，希望与会老师多向孙教授学习请教。 

孙教授以申报人视角介绍了如何选题，如何写申报书，又以评审

专家视角介绍了评审流程以及专家审申报书时会重点关注的内容。他

介绍，在基金申请准备阶段，要立足已有的研究基础和工作积累，拓

展出新机制、新应用、新结构，通过查阅关键文献资料，吸取其中的

精华，思考如何将物理机制运用到自己的项目中，演绎出新应用与新

结构。 

在如何撰写申报书部分，孙教授结合自己申报书中的实例，对每

部分内容一一讲解。他强调题目要体现创新，避免常用术语，注意含

而不露，引起评审专家继续审阅的好奇心。摘要包括研究意义、技术

路线、研究内容、创新性和潜在应用前景，字数有限，字字如金，这

部分直接关系到评审专家的最终评语，在撰写后可站在评审专家的角



度，对摘要自我核定、修改。在研究意义方面，可对本项目作简要介

绍，强调项目的创新性，以及除项目本身外对其他领域的促进作用。

研究内容要有层次感、逻辑性，在写研究什么的同时也要强调为什么

要研究。拟解决的科学问题应简要说明三个层次的内容：科学问题是

什么，为什么是科学问题，拟采用什么措施解决。研究方案与技术路

线需区分清楚，研究方案包括理论分析、数值模拟与实验研究，最好

用具体明确的文字表述，技术路线可利用流程图清晰体现，图文并

茂。研究基础要充分展示与本项目有关的研究，并附上初步研究成

果，同时指出初步研究存在的问题，避免评审人误解成本项目的研究

就是已有工作的重复。 

详细介绍申请书如何撰写以后，孙教授又从自然科学基金评审的

角度，介绍了评审流程，总结了申报时容易出现的问题，说明了会议

评审的情况，解析了专家评审的各种意见所表达的具体含义。 

孙教授的讲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都很强，老师们就申报书的评审

意见、研究基础、创新点等问题与孙教授请教，孙教授给予了充分解

答，令老师们获益良多。 

 

 

 

 



学校召开博士科研启动基金评议会和校科研孵化基金项目评审会 

 

12月 29日下午，科技处组织了博士科研启动基金评议会和校科研

孵化基金项目评审会。结合申报项目所在的学科方向，科技处邀请了

常务副校长吴昌林教授、城建学院院长冯仲仁教授、信科学院常务副

院长魏开平教授、机电学院特聘教授吴晓光、艺术设计学院院长胡雨

霞教授、经管学院副院长李林教授、外语学院教研室主任余芳教授担

任评委。会议在行政楼三楼会议室召开，由科技处处长胡容玲主持。 

胡容玲介绍设置博士启动基金和科研孵化基金项目的目的是为申

报国家和省部级自然科学基金、社科基金搭梯铺路，今年结合教育部

提出的“十大育人”，增加了组织育人、文化育人、资助育人、科研

育人等项目申报指南。同时介绍了评议及评审的文件依据，评议及评

审的流程、注意事项等。 

沈永军、李新等 8位博士参加了博士启动基金项目汇报及答辩，

吴奕、李莎莎等 10余位项目负责人参加校科研孵化基金项目汇报及答



辩。汇报人分别从研究意义、研究内容、研究工作进度及预期研究成

果等方面进行了汇报，评委分别从选题方向、题目拟定、研究路线设

计、预期成果等方面进行提问并给予针对性的指导意见。 

吴昌林常务副校长强调，要加强对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的跟进

服务和管理，通过博士科研启动基金扶持博士老师们科研水平，博士

老师们也要有意识地提高自我对科研成果的要求，不负学校的支持和

期待。科研孵化基金要结合学院的学科专业建设，不断孵化有较好发

展前景的项目，助推形成稳定的研究方向，尽量能在某一个或几个研

究方向上形成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