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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山少林武术职业学院学术委员会 2018 年度报告

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嵩山少林武术

职业学院学术委员会章程》等文件精神及相关规定，2018 年学

术委员会认真履行决策、审议、评定等工作职能，在学院专业建

设、学术评议、学风建设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持续发扬学术民

主，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提高学院学术水平，进一步促进学院科

研及各项事业发展。

一、完成年度学会委员的换届工作

根据《嵩山少林武术职业学院学术委员会章程》，2018 年

学院学术委员会换届工作于 2018 年 10 月 9 日顺利展开，经过院

长提名，各院（系）部推荐，顺利产生了以党委书记为主任的新

一届学术委员会。各委员都纷纷表示将严格按照《高等学校学术

委员会规程》、《嵩山少林武术职业学院学术委员会章程》等文

件规定行使自己的权利，为推动我院学风建设履行自己的职责。

二、做好校级教科研项目的申报和结项工作

2018 年，学院学术委员会完成了 2017 年度校级教科研项目

的立项和 2018 年度校级教科研项目的结项工作。经学院学术委

员会严格审议、评定，2017 年度校级教科研项目共结项 11 项，

2018 年度校级教科研项目立项共 21 项。

三、加强日常管理，组织完成了各类课题立、结项工作

2018 年度学院学术委员会分别完成了 2019年度河南省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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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局软科学项目、2019 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重大科研项目等

省、厅、市级科研项目的整理和上报工作，学院教师共计提交各

类课题结题 20 项，立项课题 19 项。

四、开展高层次学术交流，努力营造良好科研氛围

2018 年，积极做好学院对内学术交流和对外沟通联络工作。

邀请各学科领域专家、学者来我院讲学，积极组织各类学术讲座

8 场，如邀请我院名誉院长刘纯献教授作《中华民族的苦难辉煌，

中国武术的使命担当》学术报告， 报告会上，刘纯献教授把中

国体育武术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通过大量的史

料文章，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就中国体育武术精神在民族精神、

民族气节、民族苦难发展史等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做了具体深

刻的阐释。刘教授引经据典、深入浅出地指出，在新时期要强化

体育武术精神，发展其外延，大力弘扬武术体育文化，实现其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型发展，发挥武术育人的教育价值，戒骄戒躁，

杜绝不正之风，实现体育武术教育对社会伦理和文明道德的塑造

作用，让广大教师对当前武术教育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为使广

大教师对如何申报高级别的科研项目有更加清晰的认识，特邀请

中原工学院科研处处长周继昌教授作了《如何做好科研项目申报

工作》的学术报告。通过这些学术活动，不仅活跃了学院的学术

氛围，拓宽了视野，同时为我院教师申报科研项目提供了准确的

指导，为提高项目申报的质量奠定了基础。

五、抓制度建设，促进科研管理制度化、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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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科研管理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学术委员

会对现有科研管理制度进行了梳理和修订。同时深入到各教学院

（系）部调研，认真听取意见，最终制定了《嵩山少林武术职业

学院优秀教科研成果奖暂行办法》，递交学院党政联席会讨论、

发文执行。

六、为学院专业建设谏言献策

根据《嵩山少林武术职业学院学术委员会章程》，学术委员

会就学院专业建设规划、申请设置新专业、学院教师职称评审学

术标准与办法等相关事项的工作组织会议讨论，并提出有价值的

意见和建议，以供学院教学委员会参考。

七、扎实开展学风建设活动，营造良好的校园学术氛围

学风建设作为学院学术委员的重点工作之一，一直都常抓不

懈。在学院学术委员会的倡导下，学院深入开展学风调研，认真

梳理有关问题，有的放矢地抓实各项工作，将学风建设落到实处。

此外，学院学术委员会充分发挥各专家委员的学术专业优势，对

师德师风建设进行规划、咨询和总结。在科学研究和教学活动中，

督促全院师生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实事求是，

尊重科学，严谨治学，坚守诚信，保持学术道德操守。

八、存在的问题

过去的学年里学院学术委员会根据岗位职责，做出了一些成

绩，但仍然存在着不足。主要有：一是省厅级别科研项目数量少，

有待学院学术委员会讨论提出新的激励措施，以在高级别的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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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中有所突破；二是学术委员会要紧密联系国家和社会实际，

在科研为服务当地经济发展上有待进一步提高；三是学术氛围不

够浓厚，学术交流层次和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四是学院学术委

员会评审范围还有待拓展。

在今后工作中，学院学术委员会将继续秉承严谨扎实的工作

作风，进一步完善学院内部科研治理结构和学术规范体系，保障

学术委员会在学术事务中有效发挥作用，力争为实现学院在建设

高水平高职院校的奋斗目标中提供强有力的科研支撑。同时，学

院学术委员会也将在以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完善管理和运行机制，

保障在教学、科研等学术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