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湖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关于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项目

2023年度结项工作的通知

各普通高等学校：

为进一步规范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项目管理工作，现

将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项目2023年度结项工作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结项范围

2021年立项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项目（见附件1）。2020

年立项，申请且经批准延期一年结项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项

目（见附件2）。

二、结项要求

项目负责人根据立项通知要求，认真准备结项材料。

1．省社科基金项目须在国内核心刊物发表与研究主题相关的

论文至少2篇和撰写1篇3万字左右的研究报告或1部专著，其中重

点项目至少有2篇以上论文发表在CSSCI来源期刊。论文为阶段性

研究成果，研究报告或专著为最终结项成果。论文和专著要求标

注“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项目（项目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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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资助”。项目须进行成果

鉴定，由各高校的科研管理部门组织3名同行专家（其中至少有1

名校外专家）对本校提出结项申请的项目进行成果鉴定，填写《湖

南省社科基金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项目成果鉴定专家（个人）意见

表》和《湖南省社科基金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项目成果鉴定专家组

意见表》。

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项目、思政理论课教研专项项目须在省

级以上期刊发表 2 篇以上与研究主题相关的论文，辅导员骨干专

项项目、安全稳定工作专项项目须在省级以上期刊发表 1 篇以上

与研究主题相关的论文。须标注“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

升工程资助项目”。项目须进行成果鉴定，由各高校科研管理部门

组织 3 名同行专家（其中至少有 1 名校外专家）对本校提出结项

申请的项目进行成果鉴定，并填写《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

究项目成果鉴定专家（个人）意见表》和《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研究项目成果鉴定专家组意见表》。

三、其他事项

1．请各有关高校切实组织好结项工作，项目负责人要按照有

关要求认真总结研究工作，进一步提升思政工作质量。2020年立

项的项目，今年不再受理延期。2021年立项的项目，如果不能按

期结项，可以申请延期一年。

2．未按要求如期结项的项目，我厅将终止其项目，追回资助

经费，且5年内不得申报我厅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项目。请各校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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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指导与管理，确保研究进度与质量。

3．申请项目结项者须填写结项报告书（本通知所涉表格均可

在湖南教育政务网工委宣传部网页“下载服务”栏目下载，网址：

http://gwxcb.hnedu.gov.cn/xzfw/），并严格按照结项要求准备论文、

研究报告或专著以及成果鉴定有关表格、其他成果复印件等结项

材料，一式一份，每个项目用一个牛皮纸袋装好，并在纸袋外贴

上项目结项报告书封页复印件。

4．各高校须填写《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项目结项汇

总表》（见附件 3）并加盖学校公章，连同各结项项目的纸质材料

及相应电子版，于 2023 年 9 月 1 日前报送至我委厅（不接受个人

送交的结项材料）。邮寄与快递以收到时间为准（地址：长沙市芙

蓉区东二环二段 238 号，邮寄与快递过程中材料丢失责任自负）。

其中思想政治教育项目、思政理论课教研项目和辅导员工作研究

项目结项材料纸质版报送至办公楼 902 室，联系人：曾潇潇，联

系电话：0731－85535605。安全稳定研究项目材料纸质版报送至

办公楼 1111 室，联系人：胡曦鹏，联系电话：0731－84713284。

电子版材料报送邮箱：hnsztsgc@163.com(涉密材料以光盘形式同

时报送到指定办公室，不发邮件)。

附件：1．2021年立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项目应结项项目

汇总表

2．2020年立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项目未结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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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表

3．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项目结项汇总表

中共湖南省委教育工委

湖 南 省 教 育 厅

2023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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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立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项目应结项项目汇总表

编号 高校名称 项目名称 主持人

21A01 长沙学院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百年历程及经验启示研究 黄清迎

21B01 中南大学 “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研究 刘建亚

21B02 湖南大学 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与管理研究 李 璀

21B03 湖南大学 “移动”思政课堂建设常态化机制研究 龚完全

21B04 湖南师范大学 加强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研究 李超民

21B05 湖南师范大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众化路径研究 邢鹏飞

21B06 湘潭大学 新时代高校“三位一体”贯通式党史教育模式研究 刘 韬

21B07 长沙理工大学 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铸魂育人协同创新研究 邱国良

21B08 长沙理工大学 高校美育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路径研究 文丽丽

21B09 长沙理工大学 高校“水利特岗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创新研究 王学成

21B10 湖南农业大学 中国共产党百年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经验研究 周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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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高校名称 项目名称 主持人

21B11 湖南农业大学 中国共产党百年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 柳 博

21B12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大学生忧患意识教育研究 李健林

21B13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协同育人模式优化研究 徐保风

21B14 湖南科技大学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制度自信教育的着力点与范式研究 李 琳

21B15 吉首大学 危机管理视阈下高校网络舆情协同治理研究 李洪雄

21B16 湖南工业大学 高校文科院系大学生劳动教育的机理与路径研究 文春风

21B17 湖南工商大学 课程思政“金课”建设的融合创新路径与保障机制研究 杨水根

21B18 湖南理工学院 新时代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的路径研究 李丽荣

21B19 湖南城市学院 思政课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众化研究 王 钢

21B20 邵阳学院 “三全育人”背景下校园体育文化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质量及实现路径研究 姜 俊

21B21 怀化学院 “四史”学习教育融入高校思政工作研究 陈朝霞

21B22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新时代高校推进大学生传承中国共产党百年红色基因研究 曹 鑫

21B23 湖南工学院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革命精神的发展与创新研究 彭国柱

21B24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重要论述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 张本青

21B25 长沙师范学院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文学载体的创作与应用研究 胡海燕

21B26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湖南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党史学习教育的价值与路径研究 薛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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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高校名称 项目名称 主持人

21B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移动”思政课堂的实践路径研究 张晓琳

21B28 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众化路径研究 刘东南

21B29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 刘淑娟

21C01 中南大学 新时期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的路径研究 李燕峰

21C02 湖南大学 “四史”学习教育背景下岳麓书院文化育人平台的创新与发展研究 马华华

21C03 湖南师范大学 基于区校共建的大学生德育高地模式构建研究 唐建文

21C04 湘潭大学 新时代大学生党员廉洁意识养成及培育路径研究 蔡一文

21C05 湖南农业大学 基于 CIPP 模型的湖南省高校劳动教育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汤燕妮

21C06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新时代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对策研究 赵培瑞

21C07 湖南中医药大学 高校思政课教师和辅导员协同育人模式研究 张强军

21C08 湖南中医药大学 融媒体时代“四史”学习教育融入高校思政工作的路径创新研究 杨盈盈

21C09 南华大学 新时代高校劳动育人“家校社”协同机制研究 阳剑兰

21C10 湖南科技大学 新时代党史教育融入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策略研究 胡 鹏

21C11 湖南科技大学 “三全育人”背景下高校班级育人生态系统构建研究 彭小光

21C12 吉首大学 抗疫精神融入医学生思政教育研究 张 旺

21C13 湖南工业大学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论述研究 潘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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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高校名称 项目名称 主持人

21C14 湖南工业大学 健全高校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机制研究 江 轶

21C15 湖南工商大学 数字时代本土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学逻辑机理与实践路径研究 孙 玮

21C16 衡阳师范学院 地方院校“移动”思政课堂高质量建设的实现机制研究 谢启秦

21C17 湖南文理学院 “三全育人”背景下乡村教师培养“生命”模式研究 罗碧琼

21C18 湖南文理学院 地方高校创新创业与思政教育融合路径研究 赵 柳

21C19 湖南工程学院 党史文化促进大学生政治认同教育研究 钟立华

21C20 湖南城市学院 提升中外合作办学英语课程思政有效性路径研究 陈今晶

21C21 邵阳学院 地方本科高校“清廉校园”建设系统路径探究 肖 亮

21C22 怀化学院 湘西红色文化育人的现实困境和实现路径研究 黄 诚

21C23 湖南科技学院 地方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四史”教育研究 杨 涛

21C24 湖南科技学院 新时代高校组织育人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林泽红

21C25 湘南学院 湘南红色音乐融入党史教育的创新性研究 陈曼倚

21C26 长沙学院 “四史”融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改革创新研究 杨 飞

21C27 湖南工学院
“三全育人”背景下地方工科院校学生工匠精神培育研究——以佛系学生群体为

研究对象
伍小乐

21C28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李 令

21C29 湖南警察学院 新时代我国大学生思想素质结构及其优化研究 唐 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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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高校名称 项目名称 主持人

21C30 湖南女子学院 “四史”教育融入商科专业课程思政的路径研究与实践 李 飞

21C31 湖南信息学院
科学家精神在学史崇德教育中的引领力研究——以群众自发吊唁袁隆平为研究入

口
王骏缘

21C32 湖南信息学院 脱贫攻坚巩固期高校资助育人“三精”模式构建与实践 陈春亚

21C33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一体五化”高校德育工作机制实践研究 贺修裕

21C34 湘潭理工学院 大学生“五育并举”阳光心育模式构建的探索与实践 邹晓卓

21C35 湘潭理工学院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思政课传承红色基因“问题链”教学模式研究 陈 鹏

21C36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红色基因传承背景下大学生志愿服务工作机制创新研究 吴 晶

21C37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当代社会生活个体化背景下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研究 李鲜艳

21C38 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三牛精神”融入高校时代新人培育的研究 彭建武

21C39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四史”学习教育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罗祥龙

21C40 永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新时代高校统战与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机融合研究 胡达仁

21C41 长沙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高职高专“七彩阳光”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研究 周 曦

21C42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内化视角的高校劳动教育研究 张铃娣

21C43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高职思政课与实践教学基地“协同育人”研究 蒋晓红

21C44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楚怡精神融入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邱玉贵

21C45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湖湘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新时代大学生生活研究 邓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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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高校名称 项目名称 主持人

21C46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四大平台”，打造高校党建+“三型”思政教育工作先锋队研究 刘 珊

21C47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链研究 李 芳

21C48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党史教育融入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研究 姚庆武

21C49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大学生红色宣讲团深化思政教育路径研究 何 琼

21C50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高职院校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的路径与方法创新研究 赵 芹

21C51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生媒介依赖视阈下高校校园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育人模式的转型升级研究 李江冬

21C52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湖南党史融入本土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路径研究 宋晓娟

21C53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四史”学习教育融入高校思政工作的路径创新研究 吴春红

21C54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生网络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与对策研究 陈为化

21C55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高职院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 刘其琛

21C56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红色歌曲在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研究 周 姝

21C57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五融四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研究 邓祖禄

21C58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大思政”背景下高职定向培养士官生红色基因传承路径与机制研究 魏道德

21C59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红色基因融入高职院校课程思政研究 王义友

21C60 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党史学习教育融入高职院校“三全育人”体系研究 刘 佳

21C61 保险职业学院 湖湘百年红色基因融入新时代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研究 李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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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高校名称 项目名称 主持人

21C62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三全育人视域下医卫类实习生网络“主题班会”育人实践研究 马小强

21C63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高职“四位一体”劳动教育体系构建研究 杨玉荣

21C64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五德并育”视域下高职学生德性素养评价体系研究 谢 畅

21C65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四史”教育深度融入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路径研究 蔡文馨

21C66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互联网时代大学生偶像崇拜的失范与价值引导研究 邹连方

21C67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红色基因”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 翦象虹

21C68 湖南高尔处琀ᬀ院

2 体系代践职思

职

1C63沙网学院
2 ��

��*62«,´

��

�� �• Q� 	› 2« �Î 6| �M

L’

2

2

1C66

南高下范下范学院
育深德思院 因

1C66

南高动教实职业技院
体系代职思

校思络1C6

医高学�作下学下班度工学生倀全育人倀

径研研的究

的医

1C6

南高学�校思工称
理思

1C6

南高学�
史

育深入高校思的高想治路践时径研究

1C6

南安育与学�学想治域下高职思究
德价深络1C6

潭医学�生因

思作研研会

育价

1C6

潭医学�色基馨
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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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D07 湖南科技大学 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研究 周筱芬

21D08 湖南工程学院 地方院校土木工程安全意识课程思政研究 罗 章

21D09 长沙师范学院 新时代“00 后定藏师范生”全学程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模式研究 凌海华

21E01 湖南师范大学 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大学生安全教育问题研究 陈 佳

21E02 湘潭大学 “四史”课程实践教学创新研究 李伏清

21E03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党史教育有机融入“原理”课教学研究 刘 菁

21E04 南华大学 新时代大学与高中思政课教学协同衔接研究 李忆华

21E05 湖南工业大学 “红船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 王敏华

21E06 衡阳师范学院 中国共产党百年革命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体系研究 黄小云

21E07 湖南城市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学习共同体建设研究 刘 卓

21E08 邵阳学院 高校思政课“四史”教学对大学生政治信仰的引领力研究 谢文娟

21E09 怀化学院 科学家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 袁术林

21E10 湖南科技学院 制度自信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路径研究 邓怡舟

21E11 湘南学院 “四史”教育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路径研究 龙井仁

21E12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供给侧改革视域下高校思政课教学质量提升策略研究 陈灿芬

21E13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新时代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研究 刘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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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E14 湖南工学院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精准滴灌式”教学改革研究 廖 阔

21E15 长沙师范学院 三位视角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创新研究 何 玮

21E16 湖南信息学院 思政课用好红色资源涵育大学生政治信仰的实践路径研究 颜福维

21E17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四史”教育融入应用型高校思政课教学的路径研究 刘金娥

21E18 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基于培育青年理想信念的思政课混合式学习模式研究 刘 敏

21E19 怀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转换研究 杨礼俊

21E20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高职学生法治素养的提升路径研究——以《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课程为例
龙 银

21E21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红色文化视域下高校“移动”思政课堂“三三制”教学模式研究 周凤妮

21E22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与探索 李芳佳

21E23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抗疫社会大课堂”融入高校“思政小课堂”的路径探析 黄海丰

21E24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党史教育融入艺术设计类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研究 李 蓉

21E25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大思政课”理念的高职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研究 辜 桃

21E26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生态文明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路径研究 孙 曜

21E27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体验式的高职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研究 田 犇

21E28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依托“四史”教育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践研究 李志星

21E29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百年党史故事融入高职思政课教学的研究与实践 杨玉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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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E30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四史”融入艺术院校思政课教学路径研究 王玉晴

21E31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湖湘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路径探究 邓 珊

21E32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思政课“四史”实践教学双元驱动“三教”改革探索与研究 聂 菁

21E33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习近平劳动观教育在高职院校的实现路径与策略研究 谭 星

21E34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新媒体视域下湖湘红色故事在高职院校思政理论课中运用研究 贾 瑜

21E35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四史”教育融入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实践研究 陈桂林

21E36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创新能力培养研究 谭 慧

21E37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四史”教育融入高职思政课教学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仉慧卿

21E38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思辨课堂‘五思五辨’”教学模式构建研究 徐 东

21E39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红色基因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路径研究 钟利琼

21E40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四史”教育融入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意蕴与实现路径研究 李 莎

21E41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四个自信”教育融入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 王 永

21E42 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中思政课程的守正创新研究 贺彩霞

21E43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以讲好中国故事为引领的高职思政课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谢费斯

21E44 保险职业学院 湖南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路径与机制研究 刘亦明

21E45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四史”学习融入高职概论课教学研究 张映明

21E46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以学为中心的“概论”课混合学习模式课程建设研究 王锡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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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E47 长沙南方职业学院 新时代民办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现实困境与突破策略研究 陈 田

21E48 潇湘职业学院 民办高职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心理定势研究 袁志友

21E49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三位一体、两两联动”的“行走”思政课堂实践教学模式构建研究 陈 辉

21E50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百年党史中“英雄”主题融入高校思政课研究与实践 黄国庆

21E51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抗疫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策略与路径研究 刘 平

21E52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讲好红色故事视角下高职思政课教学效果提升研究 韩丹丹

21E53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高职院校思政课任务驱动式“双主体”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谭秋霞

21E54
湖南师范大学（大中小学一体

化集体备课项目）
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机制构建研究 谭吉华

21E55
湘潭大学（大中小学一体化集

体备课项目）
大中小思政课一体化集体备课体制机制研究 宋 婧

21E56
长沙理工大学（大中小学一体

化集体备课项目）
大中小思政课“手拉手”一体化集体备课协同机制研究 陈万球

21E57
湖南农业大学（大中小学一体

化集体备课项目）
统筹推进大中小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路径与策略研究 张云英

21E58
湖南中医药大学（大中小学一

体化集体备课项目）
中国梦融入大中小思政课一体化备课研究 叶利军

21E59
南华大学（大中小学一体化集

体备课项目）
新时代地方性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一体化机制建设研究 张峰林

21E60
湖南科技大学（大中小学一体

化集体备课项目）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中的理想信念教育研究 黄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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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F04 湖南师范大学 表达艺术团体心理辅导提升高校学生干部抗逆力的实证研究 余 洁

21F05 湘潭大学 新时代高校辅导员讲好“党史故事”路径创新研究 史崧正

21F06 湘潭大学 有留守经历大学生心理资本影响机制与提升路径研究 陈蔓莉

21F07 长沙理工大学 高校“三全育人”实效性评价路径研究 李永睿

21F08 湖南农业大学 新时代高校辅导员职业道德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朱育锋

21F09 湖南农业大学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高校实践育人协同创新机制研究 赵文力

21F10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 曾晓峰

21F11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融媒体背景下红色音乐文化融入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唐逸恬

21F12 湖南中医药大学 高校学生党员身份意识引导力研究 朱洪慧

21F13 湖南中医药大学 新时代高校学生党员党性修养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刘 莉

21F14 南华大学 新时代湖湘“红色基因”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创新研究 孙越龙

21F15 湖南科技大学 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社会实践范式研究 皮祖训

21F16 湖南科技大学 稳就业新形势下化解大学生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多维路径研究 陈 攀

21F17 吉首大学 湖南民族地区红色资源可达性与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利用研究 唐业喜

21F18 吉首大学 “三全育人”视域下高校辅导员的育人定位与实现路径研究 彭立平

21F19 湖南工业大学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翻转课堂应用研究 钟景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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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F20 湖南工商大学 生态系统理论视域下的“GPC”心理育人模式构建研究 莫碧娟

21F21 湖南理工学院 基于大数据的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早期发现与科学干预研究 单 芳

21F22 湖南理工学院 将党史学习教育融入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研究 李紫薇

21F23 衡阳师范学院 新时代增强大学生政治认同研究——以湖南省 3所高校为例 阳宏润

21F24 衡阳师范学院 高校辅导员“云思政”育人实践与路径研究 黎兆萍

21F25 湖南文理学院 乡村振兴战略下家国情怀培育引导大学生基层就业的研究 邓 俊

21F26 湖南工程学院 思政元素融入“343 式”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的实践研究 刘 洁

21F27 湖南工程学院 湖南红色音乐融入新时代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路径研究 曾依依

21F28 湖南城市学院 湖湘红色文化融入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李 柏

21F29 邵阳学院 “三全育人”视域下“四史”教育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蔡玉梅

21F30 怀化学院 大学生“佛系”心理校正干预的“SFBT”技术应用研究 桂艳萍

21F31 怀化学院 运用短视频直播“微爱矩阵”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谌 佳

21F32 湖南科技学院 湘南红色文化在地方型本科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传承与创新 基 艳

21F33 湘南学院 “微”时代湘南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探析 李君智

21F34 湘南学院 地方性本科高校大学生慢就业心理分析及对策研究 欧阳丽桃

21F35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高校基层学生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影响因素及策略研究 欧阳纯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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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F36 长沙学院 以党史故事为载体的高校思政教育创新路径研究 刘 敏

21F37 长沙学院 从湘籍党史人物中汲取精神力量培育大学生党员政治忠诚研究 史雨琛

21F38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三全育人”视域下思政教育与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协同育人模式研究 刘丽娟

21F39 长沙医学院 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淬炼与法治思维培养研究 李 兵

21F40 湖南工学院 新时代高校心理育人质量提升研究 谭 进

21F41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四史”学习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现路径研究 唐 科

21F42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财经类高校毕业生“慢就业”现象及应对策略研究——以湖南某高校为例 袁仕远

21F43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自媒体视角下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路径研究 张长江

21F44 长沙师范学院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公费定向师范生传承徐特立教育思想的路径研究 尹 畅

21F45 湖南医药学院 红歌融入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研究 武芳英

21F46 湖南医药学院 华佗五禽戏对轻度心理问题医学生的干预研究 姜 俊

21F47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积极心理学视域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建设研究 刘红亚

21F48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高职院校“三融合”协同育人路径研究 彭玉京

21F49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新时代高职院校劳动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融合发展研究 凌 瑞

21F50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持续百万扩招背景下高职院校社会生源学生的心理适应性研究 杨迪禹

21F51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人工智能背景下高职学生劳动教育模式创新研究 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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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F52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三全育人”视域下高职院校“四史”教育实施路径研究 易查方

21F53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大德育”理念下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路径研究 方 燕

21F54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学生顶岗实习安全教育管理策略研究 李灿阳

21F55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面向定向士官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思政研究 彭 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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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高校名称 项目名称 主持人

21F67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易班平台的心理育人“三聚”模式构建 李银春

21F68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大数据模型的高职院校学生心理危机精准干预模式研究 丁 璐

21F69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学生需求视角的高职顶岗实习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设计 王丽平

21F70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背景下思政教育与劳动教育协同育人的实践研究 唐小桃

21F71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湖南省高校的先进模范群体进校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研究 娄芳芳

21F72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类型教育视域下高职学生职业心理素质培育的实证研究 万秋红

21F73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党史教育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的政治逻辑及路径创新研究 马灵秀

21F74 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融媒体时代高校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效能提升研究 杨 晖

21F75 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00 后”大学生劳动观特征及教育引导研究 龚梅萍

21F76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利用湘潭红色文化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袁 贲

21F77 长沙南方职业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与辅导员协同育人研究 欧阳日平

21F78 潇湘职业学院 高职院校学生素质养成教育机制研究 石 密

21F79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心理贫困”现状及“心理脱贫”对策的纵向研究 陈 琳

21F80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时代新人视域下医卫类高职学生“责任与担当”意识培育体系构建研究 李 扬

21F81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三全育人”格局下辅导员基于“四史”推进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研究 承湘宇

21F82 湖南吉利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学生自控力训练研究 胡雨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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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 年立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项目未结项项目汇总表

序号 编号 单位 负责人 项 目 名 称

1 20A02 长沙学院 蒋晓东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讲好中国战“疫”故事研究

2 20B03 湘潭大学 齐绍平 红色报刊发刊词的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时代价值研究

3 20B04 湖南农业大学 曹威伟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话语体系建构研究

4 20B06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刘显著 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评价体系及防范机制研究

5 20B07 南华大学 张笑仪 大学生心理危机易感性评估量表编制

6 20B09 湖南工业大学 邓世平 百年党史资源融入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研究

7 20B10 湖南工商大学 杨 佳 新媒体时代突发公共事件中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研究

8 20B11 湖南理工学院 谢洁宇 湖南红色文化资源培育当代大学生文化自信的策略研究

9 20B13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袁承蔚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重要论述的结构体系研究

10 20B14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姜超凡 新时代高校思政理论课厚植家国情怀的研究

11 20B15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吴 红 抗疫精神融入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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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号 单位 负责人 项 目 名 称

12 20B16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曹松林 “后疫情时期”的大学生心理分析与心理干预研究

13 20B17 湖南女子学院 肖爱平 性别平等教育融入新时代高校思政课的研究

14 20B18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吴 敏 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下的“三全育人”的标准化研究

15 20B21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李能华 习近平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重要论述研究

16 20B22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蔡海鹏 湖南红色文化融入高职爱国主义教育研究与实践

17 20B23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刘剑飞 积极心理学视域下的高职院校心理危机干预机制研究

18 20B24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佘静芳 “三全育人”视域下的红色文化融入内地西藏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研究

19 20B25 保险职业学院 罗丽华 长株潭岳红色资源融入新时代大学生政治信仰培育研究

20 20B26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任晓晴 “三全育人”视域下高职院校“345”劳动教育模式研究

21 20B28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贺映红 习近平关于青年信仰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

22 20C01 湖南大学 徐 军 新时代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实现路径与效度评价研究

23 20C03 长沙理工大学 计 潇 核心素养助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路径研究

24 20C04 长沙理工大学 楚艳鸽 湖南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25 20C05 湖南农业大学 李 姣 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实施路径研究

26 20C08 南华大学 廖灵丹 榜样文化融入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全过程研究

27 20C10 湖南工商大学 曾 平 重大疫情背景下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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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号 单位 负责人 项 目 名 称

28 20C11 湖南理工学院 石 蕙 基于志愿服务的师范生师德养成路径研究

29 20C12 衡阳师范学院 贺光明 高校教师课程思政能力研究

30 20C14 湖南工程学院 熊龙英 新时代高校构建校本特色爱国主义教育体系研究

31 20C15 湖南城市学院 马红果 习近平”时代新人观“视域下高校思政课创新发展研究

32 20C16 湖南城市学院 刘凌霄 “大思政”视域下大学生法治思维培育机制研究

33 20C18 怀化学院 汪黎黎 网络育人视角下大学生自我管理能力培养与支持体系的构建研究

34 20C19 湖南科技学院 周平尚 构建“一课程二依托三平台”国学文化育人模式研究

35 20C20 湘南学院 邓剑华 高校立德树人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

36 20C21 长沙医学院 颜 婷 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实践机制研究

37 20C22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罗贵绒 湖南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研究

38 20C23 湖南警察学院 陈俊豪
“公安铁军”导引下的公安院校警务化管理与专业课思政协同育人机制

研究

39 20C24 长沙师范学院 黄梅学 高校新时代劳动教育实施体系构建研究

40 20C27 湖南信息学院 李怡娴 “后疫情”时代下社会思潮对爱国主义教育的冲击及对策研究

41 20C28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李德才 坚持把职业道德规范教育作为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42 20C30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谌湘闽 “三全育人”视域下高职“课程思政”实效分析及对策研究

43 20C31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贺冬梅 5G 时代思政教育载体与方式变化研究



－26－

序号 编号 单位 负责人 项 目 名 称

44 20C32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黄 敏 “双高”建设视角下高职院校思政教育与先进企业文化融合研究

45 20C37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邹 华 新时代高职院校大学生朋辈教育环境建设研究

46 20C38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钟智毅 新时代背景下校史文化融入高职院校“三全育人”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47 20C43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易启明 基于行为科学的高职院校师德师风测评研究

48 20C47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朱松林 战“疫”英雄群体对医卫类高职学生的榜样引领路径研究

49 20C48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唐 艳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融入听障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研究

50 20C50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彭军林 习近平奋斗幸福观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与实践

51 20C51 长沙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徐振宇
“五感”看电影，“五维”学沟通——团辅新模式 对高职生人际沟通能

力提升的实践研究

52 20C52 湖南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李志快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背景下大学生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培养研究

53 20C53 湖南高尔夫旅游职业学院 唐琼芝 湖湘红色文化融入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践研究

54 20D02 中南大学 刘谭明 打造生命安全教育品牌研究

55 20D04 湘潭大学 李 蜜 融媒体时代红色经典阅读推动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研究

56 20D05 湘潭大学 吴华云 “原理”课贯彻习近平关于马克思主义重要论述的专题教学体系研究

57 20D06 长沙理工大学 李 婵 湖南省高校辅导员成长辅导胜任力模型构建研究

58 20E01 湘潭大学 周 慧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加强集体主义教育路径研究

59 20E02 长沙理工大学 马 涛 全媒体时代高校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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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号 单位 负责人 项 目 名 称

60 20E03 湖南科技大学 刘辉亚 社会公益活动融入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有效路径研究

61 20E04 吉首大学 肖映胜 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思政课建设基本经验及当代应用研究

62 20E05 湖南工商大学 唐小芹 提升大学生对中国制度优势认同感的思政课教学路径创新研究

63 20E06 衡阳师范学院 唐云红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症候与消解路径研究

64 20E09 长沙医学院 陈 琳 本科医学生临床课程中全程式医德教育模式研究

65 20E20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尹辉风 新时代高职学生劳动教育培育探究

66 20E22 长沙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扈 兵 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研究

67 20E23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张 微 湖南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职学生爱国主义体验教育的路径研究

68 20F06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莫家明 高校大类招生模式下的班级建设对策研究

69 20F10 湖南工商大学 任 治 以“工匠精神”为指引的发展型资助育人体系实践研究

70 20F11 湖南理工学院 杨宗圆 新时代高校志愿服务组织文化建设研究

71 20F16 邵阳学院 谢秀秀 大数据时代高校辅导员网络思政引导能力研究

72 20F18 湖南科技学院 蒋 磊 5G 背景下艺术类大学生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风险与对策研究

73 20F19 湘南学院 姚思泉 新冠疫情背景下的朋辈网络思政育人研究

74 20F20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文 敏 高校辅导员获得感评价体系及提升路径研究

75 20F22 长沙医学院 左雄伟 新冠疫情影响后民办高校大学生日常情绪管理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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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号 单位 负责人 项 目 名 称

76 20F24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付淑敏 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育人机制研究

77 20F25 湖南女子学院 陈梦云 大学生“中间群体”的教育管理模式探究

78 20F27 湖南信息学院 肖红艳 PMP 项目管理思维视域下高校辅导员精细化管理模式探索

79 20F28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段宏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新时代大学生思想建设创新研究

80 20F29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吴志奎 新时代“劳动教育”视域下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劳动观研究

81 20F30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唐 莉 高校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机制研究

82 20F34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何科英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高校心理育人体系的创新研究

83 20F37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谭思晴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融入高职院校职业生涯教育的路径研究

84 20F40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金 华 科技类社团在高职大学生创新精神培育中的功能发挥研究

85 20F43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向红洁 高校心理危机干预中“学校-家庭-社会”合作机制探究

86 20F47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郑和斌 “四位一体”高职学生法治素养培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87 20F51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张 乐 基于学生期望视角下的高职院校辅导员胜任力研究

88 20F62 长沙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袁海霞 教育扶贫——企业办学背景下高职学生定向培养的实践研究

89 20F64 湖南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肖 立
突发事件防控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创新研究——以新冠肺炎

疫情为例

90 20F67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翟小红 “心语沟通”特色成长辅导室构建路径与实践研究

91 20G01 湖南科技学院 吴春江 疫情防控中的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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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号 单位 负责人 项 目 名 称

92 20G03 湖南大学 李小龙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研究

93 20G04 长沙理工大学 伍接朝 新时代大学生安全素质提升研究

94 20G07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柳 波 基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高职院校精准安全教育研究

95 20G08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张志刚 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湖南高校“项目化交叉式”安全监督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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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项目结项汇总表

学校名称：（盖章）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主持人 职务/职称 项目组成员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