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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普通高等学校： 

为推动我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工作，发现人才，表彰先

进，省委高教工委委托陕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组织开展了

第 13 届陕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优秀论文评奖活动。在 64 所

高校选送的 301 篇论文中，经专家组认真评审，137 篇论文获奖。

其中一等奖论文 10 篇，二等奖论文 38 篇，三等奖论文 89 篇（名

单详见附件）。省委高教工委决定对获奖论文作者颁发获奖证书，

省高校政研会将对获奖论文作者颁发奖金，以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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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获奖论文显示了两年来我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

方向及水平，对工作实践具有一定指导作用，同时也要指出，还

有部分论文仍然存在内容空泛、无新意等老问题。希望各校继续

采取得力措施，帮助和鼓励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升研究能力，

做好本职工作。 

 

附件：第 13 届陕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优秀论文获奖 

名单 

 

 

 

中共陕西省委高教工委 

2016 年 9 月 14 日 

 

（全文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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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 学校 

一等奖（10 篇） 

1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及其现代转型 崔华华、张  翼 西北工业大学 

2 现实的人：大学生信仰的研究视阈及其教育路径 张荣华、王  玉 陕西师范大学 

3 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的价值选择 郗  波 长安大学 

4 关于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若干思考 王宏波 西安交通大学 

5 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理论系统化研究 张铭钟 西安科技大学 

6 论习近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阐析 吕  菲、陆卫明 
西安外国语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7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础理论问题”研究的学理检视 李武装、王志刚 西安工程大学 

8 
基于学生期望、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式教学——“概论”课

教学模式探讨 
陈鹏联、刘建伟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9 新时期高校应加强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 王永智 西北大学 

1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设的话语创新 李龙强、侯德锋 商洛学院 

二等奖（38 篇） 

1 试论青少年道德教育的三个着力点 燕连福 西安交通大学 

2 
“90后”大学生对中特理论体系认同问题研究——政治社会

化视角 
雷巧玲、郭佳鑫 西安交通大学 

3 论德育心理契约的价值 张  彧、陆卫明 西安交通大学 

4 共产主义理想在场与中国梦的出场 刘占虎 西安交通大学 

5 全球化视阈下“普世价值”的多维解构与应对 杜晓燕 西安交通大学 

6 基于心理咨询视角的辅导员思政教育谈话效能提升研究 高  敏、袁  源 西北工业大学 

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机制的内在机理和运行

结构 
程  霞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8 
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机理及其建构——高校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的价值证成逻辑 
李  晔 陕西师范大学 

9 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现实困境及其改善机制 胡金木 陕西师范大学 

10 
文化视阈下英国高校隐性德育的价值证成逻辑 

及其借鉴意义 
王启明 陕西师范大学 

11 寝室文化在提升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中的作用研究 
高婷婷、赵武刚、 

朱先前 
长安大学 

12 
改革与坚守:导师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首要责任

人作用的发挥——基于西北大学研究生导师的调查研究 
伍小东 西北大学 

13 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三点思考 史向军 西安理工大学 

14 高校思政课教学中大学生文化自觉素养的培育探索 刘  玲 西安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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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 学校 

15 思想政治教育的符号学维度探论 鲁  杰 陕西科技大学 

16 消费主义思潮与大学生价值观嬗变 任忠惠 西安科技大学 

17 论信息网络场域中主体间的道德学习 郭  鹏 西安科技大学 

18 文化领导权理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石 李金勇 西安科技大学 

19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爱国主义合法性问题的时代化解读 赖雄麟 西安科技大学 

20 主体间性视阈下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实现 邸俊燕 西安科技大学 

21 直面高校中的西方社会思潮 高延春 延安大学 

22 延安时期党开通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渠道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王东维、张  欣 延安大学 

23 文化融合背景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 张  敏、王志刚 西安工程大学 

24 
浅析高校青年教师人格魅力的塑造维度与制约因素—— 

探讨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视角 
高  静 西北政法大学 

25 法治价值视阈下高校学生管理创新研究 王小玲 西北政法大学 

26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有效运用的困境研究 张园园 西安邮电大学 

27 
新媒体技术对高校思政课程教学活动的影响与重构—— 

基于文化场域视角 
郑海昊 西安邮电大学 

28 西安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问题及其应对 李叶宏 西安邮电大学 

29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王晓娥 陕西理工大学 

30 大学生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实践载体——志愿服务 郭  婷 西安医学院 

31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思政课实践教学中的作用探析—— 

以马栏革命纪念馆为例 
毕秀芹 宝鸡文理学院 

32 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众化的现实困境和对策研究 师  娅 咸阳师范学院 

33 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大学生交往异化研究 宋丽萍 渭南师范学院 

34 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几点思考 王思怀 商洛学院 

35 大学生内心关照式德育教学及其实现路径 肖岁利 商洛学院 

36 当前大学生生命价值观的缺失及其成因探析 张  涛 西安航空学院 

37 马克思主义人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宋  媛 西安外事学院 

38 
基于期待视角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叙事模式再

思考 
蒋  涛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三等奖（89 篇） 

1 简论习近平文化建设思想 田建军 西安交通大学 

2 
“以史实印证理论，用历史照亮现实”：自媒体时代的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设计 
宋希斌 西安交通大学 

3 “中国梦”科学内涵及实现路径研究 王宇颖 西安交通大学 

4 结合近现代史经验谈宗教对当代大学生思想的影响 
万  翔、耿嘉敏、

朱  婧 
西安交通大学 

5 
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平台——基于科技 

风险预防法制教育研究 
燕云捷 西北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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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 学校 

6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

的运用 
杨  鹏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7 接受理论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的应用与探索 张  丽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8 基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 方建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9 农林院校开展大学生领导力教育的 swot 态势分析 曹军会、刘亚兴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0 

基于融媒体的“互联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探索与实践

——以共青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委员会微信公众号“西电

青年”为例 

朱文凯、李时宇、

傅  超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1 高师思政教育专业教学改革的动因与路径 刘力波 陕西师范大学 

12 当前高校青年教师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问题与对策 宋吉玲 陕西师范大学 

13 
新媒体对大学生社会适应的影响及对策研究——以高校 

微信公众平台为例 
刘  丹 长安大学 

14 大学生生命观教育探析 李雪飞 长安大学 

15 高校贫困生价值取向的异化与重构 宋  磊、王  莹 长安大学 

1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其教育研究述评 程馨莹、卢黎歌 
西北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17 高校少数民族学生宣传思想工作问题研究 刘  飞、王欣亮 西北大学 

1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路径

初探——以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工作为例 
韩凯峰、梁婕 西北大学 

19 传承与弘扬：雷锋精神融入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探研 易  鹏 西安理工大学 

20 基于互联网思维的大学生环境道德教育创新 孙六平 西安理工大学 

21 部分当代艺术对美术专业大学生德育影响研究 贺艳芬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2 基于智能手机平台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变迁与挑战 何磊磊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3 
提升青年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效果的路径研究

——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为例 

张军霖、尚  涛、

师帅朋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4 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现实途径研究 阮云志 陕西科技大学 

25 高校院级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平台及工作机制的构建 刘  倩 陕西科技大学 

26 创“智者杯”品牌，展“辩论赛”魅力，建校园思辨文化 潘景余、李  渊 西安石油大学 

27 延安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 张志强 延安大学 

28 延安时期理想信念教育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 
高凤林、李  博、

张  暾 

延安大学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29 新媒体情境下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危机治理 刘纪英 西安工业大学 

30 马克思主义哲学引领大学生“创新、创业” 冯  婷 西安工业大学 

31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闫佼丽、王志刚、

张  涛 
西安工程大学 

32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提升路径探析 郭  松 西安工程大学 

33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认同研究 李  毅 西安外国语大学 

34 高校思政课“请学生上讲台”课堂教学模式探究 吴家虎 西安外国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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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 学校 

35 习近平新时期群众工作思想引论研究 赵  沛 西安外国语大学 

36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启示 李永虎 西安外国语大学 

37 
政治类美剧中意识形态的渗透、影响及对策——以工具 

理性价值观为例 
张  洋 西安外国语大学 

38 高校辅导员职业道德规范建设的困境与思路 寇汉军、李  辉 西北政法大学 

39 新媒体环境中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弱化与提升 李  辉 西北政法大学 

40 新媒体语境下高校辅导员媒介素质培育刍议 徐  鹏 西北政法大学 

41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接受的成本—收益分析—— 

基于陕西省 17 所高校的问卷调查 
任艳妮 西安财经学院 

42 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大学生主体性的缺失及对策 沈宝莲 西安美术学院 

43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设计创

新研究 
张彩红 西安体育学院 

44 体育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情境模拟教学模式的探索 齐  慧、张彩红 西安体育学院 

45 大学生成功观的时代诉求及其培养 郑安文 陕西理工大学 

46 高校“正能量”教育现状与对策 岑道权 陕西理工大学 

47 
341 名本科医学生生命意义感现状调查——以某医学院为

例 
王  进 西安医学院 

48 建构主义理论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应用 申晓玲 西安文理学院 

49 高校思政课教学中的“理论困境” 及其克服 朱慧芸 宝鸡文理学院 

50 提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实效性的思考与探索 王俊涛 咸阳师范学院 

51 
高校宣传思想工作要抓好“三个创新”构建 

立德树人：回归大学之道 
白  炜 榆林学院 

52 “三个机制” 孙瑞林 榆林学院 

53 论习近平系列讲话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 陈桂花 榆林学院 

54 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意义 谢安国 安康学院 

55 “90”后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与教育对策刍议 纪安玲、李  峰 安康学院 

56 学生视野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有效性因素研究 吴亚娥、李峰 安康学院 

57 中国古代礼义廉耻的现代启示意义 冯丰收 安康学院 

5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的 

创新研究 
万  茗 商洛学院 

59 大学阶段常见生命矛盾分析与疏解策略探究 武晓婕 商洛学院 

60 当代大学生理性爱国主义精神缺失探析 刘玲霞、毛  奎 商洛学院 

61 管理缺失对高校师德师风的影响及对策解析 高启明 西安航空学院 

62 我国高校书院制育人模式改革现状及背景分析 李  敏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63 
论红色文化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时代价值及

其路径选择 
纪  明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64 
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接受度的长远目标——转变 

教育理念 
李  瑛 西藏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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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 学校 

65 儒家修身方法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的借鉴 崔海亮 西藏民族大学 

66 西藏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模式改革研究的几点思考 梁军莉 西藏民族大学 

67 影响“思政课”实践教学效果的主导因素和主体因素 曹水群 西藏民族大学 

68 高校学生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途径探索 张大卫 西藏民族大学 

69 基于 spoc 模式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师生互动探究 鲁文英 西安培华学院 

70 历史情景短剧在艺术专业“纲要课”教学中的实践与思考 简  爱 西安培华学院 

71 
当代人幸福感失落的症结及其诊断——从自我同一性的矛

盾冲突看当代人幸福感的变化 
宁殿霞 西安翻译学院 

72 民办高校大学生先进典型培育机制的建构研究 杨占伊、杜红娜 西安外事学院 

73 “微时代”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 朱晓晖 西安外事学院 

74 “沉默的螺旋”视角下大学生新媒体舆情引导研究 贾凤珍 西京学院 

7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创新实证调查分析 张  杰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76 
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具备六种“正能

量” 
张晓林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77 以活动为载体平台的涉农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探索 杨红梅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78 思想政治课实现“两个转化”的路径研究 李颂辉、郭媛媛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79 
高校加强微信平台建设的实践与探索——以西航职院官方

微信营运为例 
刘增铁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

学院 

80 高校如何实施立德树人教育 陈红梅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

学院 

81 马克思主义人学视阈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创新 关翠玲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

学院 

82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扎实推进高校党建工作新局面 刘少阳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83 对构建大学生党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制的思考 尚晓强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84 高校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徐  勃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85 基于现场教学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方法探析 李保峰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 

86 
高职思政课新教学模式的构建：理论、软技能、职业生涯

——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为例 
王文波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

学院 

87 我国警察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评估的几个问题 黄克勤 陕西警官职业学院 

88 思政课启发式教学法探索与实践 雷西发、许  芳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89 弘扬生态文化传统的教化价值 刘永赟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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