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课题名称 单  位 申报人

1 教育引导大学生自觉划清“四个重大界限”研究 大连海事大学 秦龙

西南大学 邓卓明

大连大学 王洪斌

江苏大学 姚冠新

中山大学 张斯虹

4 学习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 唐文红

浙江工业大学 李昌祖

上海理工大学 燕爽

6 加强和改进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四川外语学院 雷莹

7 高校重大事项稳定风险评估研究 西北工业大学 张爽

8 高校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研究 湖南大学 唐亚阳

高校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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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水平研究

一类课题

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水平研究



9 新形势下高校稳定工作的继承与创新研究 吉林大学 崔卓兰

浙江大学 任少波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金一斌

11 构建科学完整的高校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校级制度体系研究 上海戏剧学院 楼巍

12 建设健康向上校园网络舆论环境的路径与方法研究 中南大学 徐建军

上海交通大学 朱健

电子科技大学 吕红胤

1
贯彻落实中发〔2004〕16号文件精神，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

效做法制度化、成功经验长效化研究
廊坊师范学院 王万明

2 党的十六大以来大学生先进典型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 马俊杰

3 “大学生英雄现象”研究 四川警察学院 陈云华

4 当代大学生思想特点及成长成才规律研究 广东商学院 谭德礼

5 当代大学生思想特点及成长成才规律研究 广西财经学院 黄光云

6 当代大学生思想特点及成长成才规律研究 哈尔滨师范大学 姜玉洪

建设健康向上校园网络舆论环境的路径与方法研究

新形势下高校稳定工作的继承与创新研究

二类课题

10

13



7 深化高校师生思想政治状况滚动调查工作研究 西北大学 陈中奇

8 经济全球化与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研究 广西民族大学 邓艳葵

9 新时期加强大学生集体主义教育研究 山西师范大学 王黎静

10 完善大学生社会实践制度化研究 中央音乐学院 郭淑兰

11 完善大学生社会实践制度化研究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杨国辉

12 完善大学生社会实践制度化研究 广西师范学院 傅真放

13 增强民族地区大学生“四个认同”教育研究 新疆大学 郭汉军

14 大学生心理危机事件预防与干预研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喜亭

15 大学生心理危机事件预防与干预研究 上海中医药大学 王群

16 大学生心理危机事件预防与干预研究 北京大学 马化祥

17 加强和改进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研究 清华大学 李焰

18 加强和改进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研究 同济大学 祁明

19 高校校训育人作用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 呂俊涛

20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品牌培育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 黄军伟

21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品牌培育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 金昕



22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品牌培育研究 西南交通大学 桂富强

23 高校全员育人保障机制研究 武汉科技大学 孙国胜

24 高校全员育人保障机制研究 湖北美术学院 吴小莲

25 高校辅导员承担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研究 天津师范大学 李朝阳

26 高校辅导员承担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研究 中华女子学院 黄海群

27 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研究 常州大学 张宏如

28 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研究
山东大学（教育部高校辅导

员培训和研修基地）
方宏建

29 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研究 浙江师范大学 邵国平

30 高校班主任工作研究 山东大学 李赛强

31 完善多校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制研究 中央财经大学 朱凌云

32 党的十六大以来加强高校党建工作经验研究 宁波工程学院 戴志伟

33 加强大学生党员教育培训工作研究 重庆师范大学 龚燕

34 加强大学生党员教育培训工作研究 河南理工大学 张国臣

35 高校基层党组织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研究 四川外语学院 郑白玲



36 加强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队伍建设研究 新疆师范大学
比拉力江•

阿布力孜

37  加强研究生党建工作研究 广西大学 顾慕娴

38  加强研究生党建工作研究 西北民族大学 鲜亮

39 民办高校党组织发挥作用研究 浙江树人学院 宋斌

40 民办高校党组织发挥作用研究 江西城市职业学院 汪忠武

41 高校宣传工作应急机制与办法研究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夏成满

42  高校开展廉洁教育方法、途径研究 赣南师范学院 熊小青

43  高校开展廉洁教育方法、途径研究 云南师范大学 杨亚东

44 高校关工委老同志在基层党建工作中发挥作用研究 西南财经大学 欧兵

45 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在维护高校稳定中的作用研究 安徽医科大学 刘群英

46 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教育与管理研究 中国矿业大学 黄军利

47 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教育与管理研究 西南大学 徐晓黎

48 “四个深刻” 对高校稳定的影响研究 郑州大学 戴国立

49 高校事业发展中影响稳定的问题研究 南京大学 季春梅

50 高校学生社团活动管理研究（从维稳视角） 中国计量学院 陶伟华



51 高校学生社团活动管理研究（从维稳视角） 天津科技大学 潘秀山

52 高校学生社团活动管理研究（从维稳视角） 平顶山学院 田建伟

53 宗教涉高校活动管理研究 白城师范学院 张树卿

54 影响高校稳定问题排查化解工作研究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陈光

55 维护高校稳定舆情信息工作研究 石河子大学 桑华

56 高校反邪教工作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 刘家俊

57 “校漂”、“蚁族”等毕业生群体对高校稳定的影响研究 周口职业技术学院 许德宽

58 基于网络技术支持加强有效预警大学生心理危机能力的方法研究 天津外国语大学 罗明

59 高校辅导员运用网络有效化解校园危机和隐患的案例剖析 电子科技大学 于乐

60 高校建立和保持校园网络舆论影响力的方式和方法研究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李伟东

61 高校建立和保持校园网络舆论影响力的方式和方法研究 武汉大学 胡勇华

62 大学生网上群聚行为的发生机制、长消规律及对处置网上群体事件的启示 徐州师范大学 郝其宏

63 大学生网上群聚行为的发生机制、长消规律及对处置网上群体事件的启示 复旦大学 章沛

64 网上青年自组织的现状、影响及管理研究 华南理工大学 昝玉林

65 高校辅导员博客团队建设模式研究 湖南大学 彭文军



66 高校全面提升大学生网络素养的方法研究 东华大学 曹荣瑞

67 发挥高校BBS在促进和谐校园建设中重要作用研究 北京邮电大学 辛玲玲

68 发挥高校BBS在促进和谐校园建设中重要作用研究 重庆大学 肖铁岩

1 高校“情景式”“生活化”道德教育的实践与研究 安徽理工大学 王勇

2 基于维稳的高校学生自组织管理机制研究 安阳师范学院 宋汉林

3 人文学科研究生就业见习的困境与对策 北京大学 金永兵

4 90后大学生挫折教育情境研究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 齐勇

5 从经验到科学：基于行动研究的辅导员专业化发展 北京科技大学 刘彦

6 留级生心理健康状况与个案治疗研究 北京邮电大学 陶琳

7 “90后”大学生的新媒体素养教育研究 巢湖学院 石庭

8 高校主题班会的内容与模式创新及效果研究 池州学院 黄国萍

9 普通高校空乘专业职业素质养成教育管理科学化研究 大连工业大学 郝金玲

10 高校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模式研究 大连外国语学院 贾哲

11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高校就业指导课实效性研究 德州学院 陈玉栋

辅导员专项



12 高校危机情境下大学生网络群体行为规律及应对研究 电子科技大学 张琼

13 大学生自我教育模式研究 东北大学 初青松

14 高校辅导员审美素质培养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 雷蕾

15 当前大学生“郁闷”心态研究 东华理工大学 章国平

16 从辅导员挂职锻炼经历解析高校辅导员多元化培养路径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王祖瑞

17 高校辅导员绩效管理体系研究 广东海洋大学 许欢

18 大学生基层党组织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广东药学院 刘文伟

19 网络党建——信息化下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创新模式 广西大学 李海平

20 维稳视角下的高校学生社团活动管理研究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信息科技学院

黄金标

21 创新机制载体全方位多角度开展学风建设的研究 哈尔滨工程大学 刘淼群

22 高校以就业为导向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探索与研究 哈尔滨理工大学 冯万里

23 新型孝道文化在高校思想道德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海南大学 范启标

24 独立学院辅导员队伍建设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互动机制研究 河北大学 任国升

25 女大学生心理压力及应对方式研究 河海大学 朱志梅

26 性别视角下的女大学生教育与管理研究 河南科技学院 王冰蔚



27 高校辅导员的自我建设研究 黑龙江大学 陈宝凤

28 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的生命意识变化研究 湖北工业大学 凃青松

29 大学生就业“跳槽”现象研究 湖北经济学院 江沈红

30 民族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细胞工程建设”探讨 湖北民族学院 刘支皇

31 辅导员在大学生自杀防控中的关键角色及其功能发挥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吴彩虹

32 新形势下高校辅导员与学生关系研究 湖州师范学院 彭健

33 学习型辅导员队伍建设路径研究 华东政法大学 黄长根

34
重大公共事件中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以广

州亚运会志愿者为例
华南理工大学 吴耀华

35 学生事务管理中普通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问题研究 华南农业大学 张海平

36 基于就业视域的高校人才培养计划创新研究 华侨大学 张少平

37 免费师范生职业信念问题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 郎东鹏

38 从情感教育视角探析大学生生命教育途径 淮海工学院 芦海英

39 接受视角下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性及综合评判模型研究 淮阴师范学院 高卫国

40 传播革新影响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与优化研究 吉首大学 邓志刚

41 港澳台侨学生文化认同感的调查研究 暨南大学 洪莹



42 城市型大学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创新与实践研究 江汉大学 黎云

43 高校辅导员——大学生有效沟通研究 江苏畜牧兽医职业技术学院 李科举

44 面向大学生学习生活全面需求的跨校校园网络社区构建方法研究 江苏科技大学 汪志兵

45 高校突发事件与辅导员处置能力研究 江西教育学院 张劲松

46 基于班网的高校德育路径研究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杨志芳

47 高校学生管理程序的法治研究 九江学院 曹钟安

48 家庭环境对“90后”大学生人际关系适应的影响研究 兰州交通大学 李辉山

49 基于大学生思想动态预警的高校辅导员联席会议制度研究 廊坊师范学院 赵海军

50 高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预防及处理机制研究 辽宁大学 于虹

51 高校辅导员工作课程化模式的实践研究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肖文学

52 大学生党员发展长效机制的实践研究 南方医科大学 刘影

53 发展型学生工作理念下的高校辅导员课程设计与实施研究 南京大学 范赟

54 基于胜任力模型的高校辅导员职业生涯发展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 薛艳

55 加强大学生党员教育培训工作研究 南开大学 易勇军

56 基于90后大学生特点的辅导员非权力影响力探究 南通大学 张爵宁



57 基于网络技术支持加强有效预警大学生心理危机能力的方法研究 内蒙古师范大学 春英

58 西北地区高校少数民族女大学生心理危机事件预防与干预研究 宁夏师范学院 陈耀庚

59 高校群体性事件防控网络体系 三峡大学 欧阳美平

60 高校学生宿舍团队成长及健康氛围建设 山东大学 郭春晓

61 高校突发事件学生自我应对团队的建设与管理 山西医科大学 燕燕

62 “90后”大学生习惯养成教育研究 上海电力学院 陈鹏

63 新媒体背景下高校危机管理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 李安英

64 上海高校利用红色资源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上海理工大学 申国勇

65 高校学生社团活动管理研究从（维稳视角）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 余慧

66 社会型网络社区——校园SNS网站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研究 上海外国语大学 周源源

67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接受机制研究 四川大学 何艺新

68 大学生道德学习特点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略 四川师范大学 李戬

69
高校大学生农村社会实践活动长效机制研究——以S大学“大学生村官调研

见习团”为例
苏州大学 查佐明

70 “90后”高职生榜样教育对策实证研究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郑苍钧

71 基于理论社团建设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第二课堂体系研究 天津科技大学 赵仕芹



72 Web2.0环境下的校园隐患实证分析与干预机制创新研究 天津商业大学 张玉娟

73 基于成才导向贫困生非经济资助模式研究 铜陵学院 周文华

74 跟踪干预大学生网络成瘾的实证研究 温州医学院 彭红雷

75 学校与家庭联动模式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研究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梁成山

76 文化适应视野下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危机的预防策略研究 西北师范大学 马小凤

77 大学生学业规划与人生规划协调性问题研究 西南大学 李小红

78 新形势下高校研究生党员发展工作长效机制研究 湘潭大学 彭江辉

79 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教育与管理研究（以XX学院为例） 新疆喀什师范学院
胡西旦•吾

甫

80 大学生先进典型的榜样示范作用研究 信阳师范学院 魏文轩

81 数字化环境下高校辅导员能力提升研究 徐州师范大学 张立荣

82 独立学院学生群体事件及科学引导策略研究 扬州大学 周斌

83 民族高校学生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途径创新研究 云南民族大学 黄红

84 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学校文化认同的行动研究——以XX大学为例 云南师范大学 李亚

85 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成逻辑及其运行机制的研究 漳州师范学院 罗炎成

86 辅导员工作视角下校园网络非常舆情的发生、扩散及消退机制 浙江大学 杨亮



87 高校全面提升大学生网络素养的方法研究 浙江海洋学院 贝静红

88 浙江大学生自杀的原因与防控对策研究——以部分在杭高校为例 浙江科技学院 胡晓东

89 大学生创业实践的教育价值应用研究 浙江师范大学 刘星喜

90 面向90后大学生需求的高校校园网络社区构建方法研究 郑州大学 李海涛

91 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评估研究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李杰

92 以生涯规划为载体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研究 中国海洋大学 颜彬

93 专业型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探索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张松

9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 张西峰

95 家-校沟通制在高校大学生教育管理中的作用分析与模式构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吉群

96 基于受助者视角的贫困生资助绩效评估 中山大学 钟一彪

97 新生代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的发生机制研究 重庆大学 李颖

98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研究 重庆交通大学 陈波

99 西南地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实证研究 重庆邮电大学 柏杨

100
特色院校的特色历史文化资源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以XX医学

院为个案的探讨
遵义医学院 王吉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