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课题名称 单  位 申报人

1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测评工作研究 四川大学 李向成

2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测评工作研究 武汉大学 沈壮海

宁波大学 程刚

鲁东大学 乔万敏

中山大学 朱孔军

西安交通大学 宫辉

5 高校辅导员队伍职业发展研究 安徽财经大学 陈勇

6 高校辅导员队伍职业发展研究 同济大学 李昕

7 高校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长效机制研究 西南大学 黄蓉生

宁波大红鹰学院 林长兴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息学院 周丹

9 高校校园安全管理研究 河北科技大学 计卫舸

4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提升模式研究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民办高校等新兴高等教育机构中党组织设置与发挥作
用研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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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结果公示一览表

一类课题

3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提升模式研究



10 当前高校稳定形势分析研究 华东交通大学 王新华

11 大学生安全教育和法制教育工作研究 黑龙江大学 杨震

12 大学生互联网使用状况研究 天津师范大学 史瑞杰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罗军强

南开大学 付洪

1 深入推进大中小学德育衔接工作研究 齐鲁师范学院 鞠忠美

2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立法研究 华东政法大学 闵辉

3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立法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梁家峰

4 民族地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西藏大学 何勤勇

5 民族地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新疆警官高等专科学校 张炳勇

6  大学生社会实践实效性评价研究 中南大学 胡杨

7  大学生社会实践实效性评价研究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周志强

8  大学生社会实践实效性评价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丁浩

9 高校校园文化成果培育工作研究 清华大学 郑晓博

二类课题

13 大学生互联网使用状况研究



10 高校新校区校园文化建设研究 山东大学 曲明军

11 大学生社团建设与管理研究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陈巍

12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建设研究 长沙理工大学 龙晓东

13 大学生极端心理危机事件影响因素研究 浙江师范大学 朱坚

14 大学生极端心理危机事件影响因素研究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陈斌

15 大学生极端心理危机事件影响因素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 蔺桂瑞

16 高校辅导员队伍动态信息管理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 张冠鹏

17 高校辅导员队伍与思政课教师队伍交流机制研究 大连理工大学 陈晓晖

18 班主任发挥学风建设作用研究 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张红梅

19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模式研究 复旦大学 周立志

20 大学生先进典型培养创新模式研究 四川警察学院 周长明

21 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长效机制研究 南方医科大学 赵军祥

22 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长效机制研究 长春工业大学 李雁冰

23 高校院系级党组织通过党政联席会议发挥作用情况研究 天津科技大学 黄学锋

24 加强高校党员骨干队伍建设研究 华侨大学 陈捷



25 高校党员培训工作长效机制研究 天津商业大学 方雷

26 加强高校教师党支部建设研究 温州大学 郑彩莲

27 加强大学生党员理想信念教育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 王莲华

28 加强大学生党员理想信念教育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 覃红

29 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创新研究 景德镇陶瓷学院 曾德生

30 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创新研究 大连海洋大学 刘静艳

31 高校统战成员政治引导工作机制研究 湖南商学院 申覃

32 大学生廉洁教育途径方法研究 重庆交通大学 李宝娣

33 高校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研究 重庆师范大学 黄跃庆

34 高校保卫机构改革与发展模式研究 西华大学 王政书

35 高校后勤服务管理与维护稳定工作研究 北京科技大学 蒋宏潮

36 高校稳定工作考核评估体系研究 合肥工业大学 季益洪

37 高校稳定工作考核评估体系研究 宁波天一职业技术学院 周国明

38 高校网络青年自组织研究 山东财政学院 李德生



39 高校网络青年自组织研究 中北大学 邱建国

1 “导师制”引入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实证研究——以北京外国语大学为例 北京外国语大学 郭巧玲

2 高校学生干部能力模型构建研究 北京交通大学 孙慧环

3 基于发展性辅导视域下的学业辅导促进优良学风创建的途径研究 北京工业大学 沈自友

4 高校主体间大学生深度辅导模式实证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 周举坤

5 高校深度辅导工作中的教育机智研究 北京服装学院 黄盈盈

6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党建信息立体化平台建设研究 北京联合大学 吴巧慧

7 高校研究生学习型党组织长效机制建设研究 南开大学 邢丽芳

8 辅导员队伍建设专业化路径研究 天津商业大学 刘振强

9 大学生心理危机筛选与评估研究 天津理工大学 张莎

10 高校学生工作模糊管理模式研究 天津工业大学 贺晓丽

11 大学生学术性社团建设与管理研究 天津科技大学 席一政

12 大学生院级专业性社团课程化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天津师范大学 马强

13 过程管理视域下的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研究与实践 燕山大学 屈晓阳

辅导员专项



14 依托朋辈群体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模式研究 河北联合大学 边社辉

15 高校辅导员法制教育路径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 王在民

16 大学生“手机依赖”帮控对策的研究及实践 东北大学 石昌远

17 高校学生基层党组织运行机制优化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 郝明宇

18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权责意识培养研究 哈尔滨工程大学 王让

19
深入研究大学生使用社交网络（SNS）行为和心理需求状况，提升网络思政
教育的实效性

上海财经大学 王雅静

20 儒家伦理对大学生幸福观的影响研究 上海电力学院 赵铮

21 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淡薄对策研究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王占勇

22 高校突发事件下的大学生群体行为研究 上海理工大学 张爽

23 工科博士研究生思政工作困境及对策探析 上海交通大学 张逸阳

24 中美大学学生工作专业人才职前培养模式比较研究 同济大学 王映

25 基于服务性学习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盐城师范学院 崔娟

26 非智力因素视域下的民办高校学生就业竞争力提升研究 三江学院 沈逸君

27 高校辅导员队伍的准入与退出机制研究 江苏科技大学 于立东

28 高校辅导员队伍职业发展与职业伦理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 史慧明



29 基于“微时代”下90后学生群体特征的辅导员工作新模式探究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柯赟洁

30 基于手机的高校德育工作模式及校园手机舆情应对研究 金陵科技学院 柳萍

31 基于资源整合的立体式大学生创业教育平台构建研究 东南大学 潘勇涛

32 榜样与偶像的差异、耦合与转换——以道德教育为视角 南通大学 徐红波

33 “三全育人”基层（院级）组织保障体系研究与实践探索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沈伯秀

34 基于胜任力的工程类大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研究 江南大学 向琪

35
亚文化对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影响及对策研究——基于Z省高职院校的实
证调查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施敏锋

36
贴近实际的大学生创业教育模式研究——基于“求是强鹰实践成长计划”
的实践与探索

浙江大学 阮俊华

37 高校辅导员工作满意度研究 浙江外国语学院 李海波

38 基于微博的大学生网络舆情监控与引导机制研究 温州大学 徐百成

39 以医学人文精神为内核的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研究与实践 浙江中医药大学 胡洁

40 大学生生涯规划团体辅导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浙江理工大学 陈蔚

41 高校辅导员职业等级认定研究 安庆师范学院 华秀梅

42 新形势下高校辅导员职业精神构成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合肥师范学院 马强强

43 社会角色理论视域下高校问题学生行为失范研究 安徽工程大学 李飞



44 情感教育在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阜阳师范学院 陈宏建

45 高校学生宿舍学习型社区建设研究 皖南医学院 刘雪飞

46 红色精神与大学生精神成人研究 赣南师范学院 黄遵斌

47 基于认同理论的高校学生社团党建研究 江西财经大学 阮艳平

48 和谐校园文化视阈下高校辅导员预控学生突发事件的长效工作机制研究 鲁东大学 高军

49 学生工作精细化管理理论研究 山东轻工业学院 李月娥

50 网络文化背景下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 山东大学 董雪梅

51 新媒体时代辅导员媒介素养教育研究 菏泽学院 邵瑞

52 高校隐性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 聊城大学 季昌伟

53 辅导员在高校校园安全与稳定中的角色探讨—以山东部分高校为视角 山东科技大学 徐明磊

54 高等学校示范性先进学生群体建设研究 中国海洋大学 段善利

55 情感支持防治大学生网络沉溺行为研究 山东理工大学 刘东锋

56 高校学生感恩教育有效性研究 青岛大学 刘学

57 新时期高校新生入学教育体系化研究 山东政法学院 卢涛

58 90后大学生感恩意识与行为及对策研究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王武



59 群体与组织：大学班级文化属性与功能的实证性研究 郑州华信学院 吴少伟

60 以个性化思想政治教育为依托，创新拔尖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郑州大学 冯慧

61 大学生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规律分析与对策研究 三峡大学 林畅

62 辅导员在大学生心理危机事件中的干预能力研究 湖北师范学院 刘红霞

63 辅导员职业情感的生成与表达 中国地质大学 杨昌锐

64 农科类院校形势政策教育调查研究 华中农业大学 陈柳

65 大学生民族精神教育体系的构建 华中师范大学 黎俊玲

66 维稳视角下的大学生网络舆情分析与引导机制研究 湖北工业大学 戴毅斌

67 高校辅导员生涯教练技术实践研究 湖南科技学院 赵荣生

68 传播学视域下的辅导员说服能力提升研究 湖南工业大学 张方敏

69 文化育人视野下的高校学习型学生党组织构建模式研究 湖南工学院 廖阔

70 高校学生党建工作机制创新性实践研究 南华大学 李照

71 虚拟社会管理中大学生网络舆情的引导研究 湖南商学院 聂智

72
活动“项目化”、平台“立体化”——院系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提升模式
研究

中南大学 陈振华

73 高校辅导员应对学生突发事件对策研究 湘潭大学 资义平



74 农村大学生再社会化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及对策研究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许二梅

75 大学生网络舆情形成机制及其管理政策研究 广东商学院 张丹

76 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对接——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李梓烽

77 90后大学生政治价值观实证研究——以广东十所高校大学生为例 华南师范大学 卢屏

78 基于高校学生工作视角的大学生信用档案质量控制研究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傅薇

79 高校学生“综合社区”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模式研究 华南农业大学 梁娟

80
大学生专业思想教育创新研究——基于专业兴趣对学业、就业与职业发展
影响的实证研究

中山大学 郝登峰

81 新时期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精神帮扶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广东药学院 张锡钦

82 社团文化影响下的大学生合群行为探究 南方医科大学 王黎

83
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中的少数民族传统德育资源开发研究——以广西壮族
自治区为例

广西师范大学 何广寿

84 高校突发事件与辅导员处置能力研究 广西民族大学 史丹

85 广西民族地区大众传媒对青少年道德影响的调查研究 广西师范学院 陈洪波

86 基于大学生需要角度的新时期高校辅导员工作研究 重庆师范大学 朱锦秀

87 研究生极端自我攻击心理生成规律及其预防对策研究 重庆大学 温勤

88 “微博”影响下的高校辅导员工作研究 重庆工商大学 黄伟



89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路径研究 四川大学 李天友

90 贵州省少数民族大学生创业意识的调查与研究 贵州大学 杨琴

91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云南师范大学 沈毅

92 全科医生制度下西藏高校医学人文素质教育探析 西藏民族学院 辛雷乾

93 基于教育叙事研究的高校辅导员研讨型学习团队建设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 宋娜

94 西北欠发达地区农科经管类大学生就业问题调查研究 甘肃农业大学 桑碧桃

95 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研究——以青海高校为例 青海民族大学 牛燕炜

96 西部民族地区高校国家助学金资助效率研究 宁夏师范学院 杨钧期

97 加强新疆各民族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怀和理念培养教育研究 伊犁师范学院 张燕

98 新疆高校发展少数民族学生党员研究 喀什师范学院 田华

99
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五观”认知特征研究——以石河子大学
为例

石河子大学 李智敏

100 新疆高校民汉学生混合住宿模式下宿舍文化建设研究 塔里木大学 谷建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