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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提出。

本文件由××××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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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课题研究和学术水平评价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家庭教育课题研究和学术水平评价的评价原则、等级划分、申报条件、评价内容

和要求、评价程序。

本文件适用于对各类家庭教育相关企业、社会团体、指导机构的家庭教育课题研究和学术水平

评价的开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家庭教育课题研究和学术 research and academic research on family education projects

指对家庭教育相关议题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和分析的学术领域。这包括但不限于家庭教育的理

论研究、实证研究、政策分析、教育实践案例等，旨在增进对家庭教育现象、机制、影响因素等方

面的理解，推动家庭教育领域的学术进展和教育实践的改进。

4 评价原则

4.1 公正性

评价者应独立、客观、公平地实施评价活动。评价结果不应受实施难度、是否收费等因素影响。

4.2 规范性

评价者应制定科学的评价方案，评价行为应符合评价方案要求。

4.3 专业性

评价者应以专业视角评价参评对象的专业水平。

4.4 可靠性

评价活动应采集使用真实的数据，评价结果应客观准确地反映评价活动情况，具有高信度。

4.5 有效性

评价结果应与评价活动目的、内容一致，具有高效性。

5 等级划分

5.1 等级水平分级

家庭教育课题研究和学术等级水平分为以下3个等级。

a）家庭教育课题研究和学术初级水平；

b）家庭教育课题研究和学术中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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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家庭教育课题研究和学术高级水平。
注：只适用于国内相关机构组织等评级。

5.2 等级水平判定

5.2.1 初级判定准则

家庭教育课题研究和学术评为初级水平的，应满足以下条件：

a） 能明确描述家庭教育的基本概念和重要理论；

b） 能明确识别和阐述家庭教育领域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c） 能运用统计和数据分析方法处理研究数据；

d） 完成过家庭教育方面研究报告或学术论文，并在相关论坛、期刊和杂志等发布；

e） 参加过家庭教育领域的学术研讨会或论坛；

f） 进行过家庭教育课题研究，并有实质性研究成果；

g） 相关团队或主要人员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满3年。
注：相关职业是指婚姻家庭咨询师、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中学教育教师、小学教育教师、特殊教育教师、

社会工作者、职业指导员、保育师、健康管理师、健康教育医师、妇幼保健医师、社区事务员等职业。

5.2.2 中级判定准则

家庭教育课题研究和学术评为中级水平的，应满足以下条件：

a） 有深入的家庭教育领域知识和理论理解；

b） 进行过较大规模家庭教育课题研究，并提出切实可行的研究问题和方法；

c） 能准确论证自己的研究结果，并提出合理的结论和建议；

d） 有自己的专业理论框架，和多个家庭教育研究方向；

e） 团队或个人在相关权威学术期刊上发布10篇以上的学术论文或相关研究文章，内容要求结

构清晰、论据充分、逻辑严谨，应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f） 组织过家庭教育领域的学术研讨会或论坛，并取得专业性结果；

g） 独立开展过家庭教育课题的实地调研和案例分析；

h） 相关团队或主要人员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满5年。

5.2.3 高级判定准则

家庭教育课题研究和学术评为高级水平的，应满足以下条件：

a） 取得家庭教育课题研究和学术中级水平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3年，或

者相.关团队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满10年；

b） 完成过设计和开展复杂的家庭教育课题研究，包括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的运用；

c） 有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创新性的研究假设，完成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分析，并发布相关文章；

d） 有向同行专家和学术界提出有启发性的见解和观点，产出过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并在国际

e） 学术期刊上发表5篇以上的论文或书籍。

f） 在家庭教育领域做出独特贡献，引领学术思潮或提出新的研究议题；

g） 能够灵活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和多领域多学科整合研究；

h） 对自身研究成功进行实践验证，完成过多个实践项目，对全国推广和改进家庭教育有卓越

贡献。

6 申报条件

6.1 初级申报条件

相关团队规模达到5人以上，并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3年。

6.2 中级申报条件

相关团队规模达到10人以上，并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

6.3 高级申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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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团队取得家庭教育课题研究和学术中级水平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3

年，或者相关团队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满10年；

7 评价内容和要求

7.1 评价内容

7.1.1 研究深度和广度

研究深度指在家庭教育领域深入研究的能力，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估：

a） 研究方法的运用：包括0实证研究、文献综述、案例研究等，能够合理选择和运用不同的研

究方法；

b） 理论基础扎实：应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掌握家庭教育相关的基本理论和前沿动态，能够

将理论知识与实际问题相结合；

c） 创新性思维：应具备创新性思维，能够提出新的问题，并以科学的方式解决问题。

研究广度指在多个学科领域进行综合研究的能力，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估：

a） 跨学科研究：应有能力进行跨学科的研究，运用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解决复杂问题；

b） 学术交流和合作：应有良好的学术交流与合作能力，能够与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进行合

作；

c） 学科拓展：应有广泛的学科知识储备，了解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7.1.2 研究方法和数据质量

研究方法评价是评价研究方法是否恰当合理，能否有效回答研究问题，是否有科学性和可靠性

的，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估：

a） 研究设计：包括实证研究、理论研究、实证与理论结合研究等；

b） 变量定义：明确定义研究中所涉及的自变量、因变量和控制变量；

c） 样本选择：说明样本的来源、选择标准、抽样方法等；

d） 理论框架：澄清研究问题和假设，确保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一致。

数据质量指研究所采集的数据是否准确完整，是否经过严格的验证和分析，数据是否可信，主

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估：

a） 数据来源：说明数据的来源，包括调查问卷、实地观察、数据库等；

b） 数据完整性：数据是否有缺失或错误；

c） 数据可靠性：数据应是可靠的，能通过合理验证和检查；

d） 数据有效性：能够反映研究问题；

e） 数据分析方法：应对数据进行合理解释，采用正确的统计方法和分析数据，确保结果可信。

7.1.3 创新性和原创性

创新性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估：

a） 研究问题的创新性：研究问题是否具有新颖性和独特性，是否能够填补知识空白或提出新

的研究视角；

b） 研究方法和设计的创新性：研究方法是否采用了新的方法或设计，是否有突破性的创新；

c） 结果的创新性：研究结果是否具有新颖性，是否为学术领域带来新的见解或认识。

原创性则体现研究成果是否独具匠心，研究贡献是否具有独创性和独特性，主要是从以下几个

方面进行评估：

a） 文献综述的原创性：文献综述是否具有原创性，是否能够对前人研究进行新的总结和评价；

b） 研究观点的原创性：研究观点是否具有原创性，是否能够提出新的见解或理论观点；

c） 数据和结果的原创性：研究数据和结果是否独一无二的，是否能够为学术界提供新的信息

或实证支持。

7.1.4 影响力和实践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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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评估研究成果对学术界和实践界的影响程度，是否能够产生深远影响引发进一步讨论和

研究，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估：

a） 学术贡献：研究对学术领域的贡献程度，是否为学术界带来重要影响和启发；

b） 引用频次：研究成果被其他学者引用的频率，反映研究对学术界的影响力；

c） 学术声誉：评估研究者在学术领域的声誉和影响力，包括学术团队、期刊编辑等的评价；

d） 实践应用：研究成果是否能够在实践中产生重要影响和应用，是否具有一定的社会和经济

效益。

实践情况考察研究成果能否为实际家庭教育实践提供有益指导和建议，是否具有实际应用意义，

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估：

a） 实践可行性：评估研究成果在实践中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是否能够被实际运用；

b） 政策建议：研究结果是否能够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和建议，是否具有政策影响力；

c） 行业应用：研究成果是否能够被行业应用并产生实际效益，是否已经在相关领域产生影响；

d） 社会影响：评估研究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和影响范围，是否为社会发展和进步作出贡献。

7.2 评价要求

7.2.1 评价方式

评价分为知识考试、课题研究考核、学术发表考核以及综合评审四项考核，实行百分制，各项

成绩皆达80分及以上者为合格。

知识考试：评估研究者对家庭教育相关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包括基础概念、研究方法、相关

统计知识等，通过考试形式进行评估。

课题研究和学术考核：考核研究者提出的家庭教育课题的研究设计、实施过程和结果分析等，

评估研究者在实际研究中的表现和能力。

学术发表考核：评估研究者在相关领域高水平期刊或会议上发表家庭教育研究成果的情况，包

括论文数量、被引用情况、发表质量等。

综合评审：综合考虑以上各项考核内容，结合研究者的综合能力、创新性和贡献度等因素进行

综合评审，评价研究者在家庭教育领域的学术水平和能力。

7.2.2 评价人员

评价人员应由评价单位自行组织。

知识考试时，监考人员与考生配比不应低于1:10,且每个考场不应少于3名监考人员。

课题研究和学术考核时，对于单个团体组织的评审，评审人应不少于3人。

学术发表考核中考核人应不少于3人。

综合评审考评委员应为5人以上。

7.2.3 评价时长

知识考试时间不应少于90min，课题研究和学术考核时间不应少于180min，学术发表考核时间不

应少于60min，综合评审时间应不少于60min。

7.2.4 评价场所设备

知识考试应在标准教室或计算机机房进行，并由评审单位提供考场布置、监考设备、考试试卷、

笔、计算器等。

课题研究和学术考核应由被评审单位提供办公场所、会议场所、研究资料、全方位监控、及时

录像设备和会议设备等。

学术发表考核和综合评审应在会议室进行，备有全方位监控、及时录像设备以及讨论交流的设

备支持，如投影仪、音视频播放设备和文件资料等。

7.2.5 评价权重

知识考试权重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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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知识考试权重
单位为%

项目 等级

初级 中级 高级

基础知识 30 25 15

理论概念 30 25 15

实践应用 15 20 30

方法技能 15 20 30

规范标准 10 10 10

课题研究和学术考核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课题研究和学术考核
单位为%

项目 等级

初级 中级 高级

研究深度与广度 20 30 30

研究方法与数据质量 30 20 15

创新性和原创性 30 30 20

影响力和实践情况 20 20 35

学术发表考核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学术发表考核
单位为%

项目 等级

初级 中级 高级

发布数量 30 20 10

引用数量 10 20 20

期刊质量 20 20 30

创新性 10 20 30

学术诚信 30 20 10

8 评价程序

家庭教育课题研究和学术水平评价程序包括但不限于：a

a） 评价准备：评价人员应确定评价的可行性和级别，通知被评审组织做好准备工作，包括评

审场地和设备准备等；

b） 知识考试：评价人员应准备并组织家庭教育知识考试，以评估相关人员的知识水平，并进

行打分；

c） 课题研究和学术考核：评审团应对课题研究和学术水平进行考核，并进行评分；

d） 学术发表考核：对学术成果进行评估和打分，包括对学术发表的质量和影响力等进行考核；

e） 综合评审：综合之前的考核结果进行评审，并进行综合评分；

f） 分级判定：将各项考核成绩整合后进行分级判定，确定评价对象的水平；

g） 异议处理：针对评审过程中反映的问题进行专家会议，提供解释或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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