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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度共青团实践育人工作

课题立项名单

一、选题方向 1：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的路径和

机制研究

（一）重点课题（1 项）

课题名称
课题

负责人
所在单位

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的路径和机制研究 张晓红 中国农业大学

（二）入选课题（5 项）

课题名称
课题

负责人
所在单位

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的路径和机制研究 陆雪莲 通化师范学院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大学生参与乡村支教的挑战与

对策——基于广东省 1000 名“青年云支教”志愿

者的分析

谭杰 广东省团校

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的路径和机制研究 赵露 四川大学

大学生志愿者利用乡村自媒体推动乡村振兴的路

径研究
曾润喜 重庆大学

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的路径和机制研究 李宏伟 甘肃中医药大学

（三）立项课题（20 项）

课题名称
课题

负责人
所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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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类职业院校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路径

和机制研究
左红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

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的德育价值及引导机

制研究
李春阳 河北环境工程学院

“四项融通”智能型大学生乡村振兴志愿服务的

探索与实践
叶菁 东南大学

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与提升策

略研究
高仓健 浙江工商大学

基于 OBE 理念的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五大振兴

的路径与机制研究
吴小英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的社会支持体系研究 胡洪彬 浙江财经大学

以雷锋精神为指引，农业高校大学生志愿服务乡

村振兴的路径研究——以山东农业大学学雷锋

家电维修队为例

刘敏 山东农业大学

移动互联网时代大学生志愿服务助推乡村振兴

的路径和机制研究
康玮 长江大学

公共服务动机理论视角下：大学生志愿参与乡村

治理的动力机制研究
陈尉 华中农业大学

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的路径和机制研究 麻旎 华中师范大学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经济类研究生实践育

人路径研究
曾婧 湖南大学

大学生志愿服务投身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创新

研究
赵文力 湖南农业大学

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研究 黄力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的主体性生成逻辑与

实践进路研究——基于粤东地区 A 村的民族志

研究

张璐璐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西南民族地区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的激励

机制和政策路径研究
潘思伊 桂林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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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中心治理视角下青年公益组织嵌入脱贫地区

学子成长培养机制研究
张郑武文

四川省成都林荫

公益服务中心

功能主义视角下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的评

价机制研究
袁希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西藏农牧区大学生返乡创业路径及机制研究 杨阿维 西藏大学

大学生融通社会冗余资源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

和机制研究
申永康 西安工程大学

大学生志愿服务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和机制探

析
刘洋 西安邮电大学

二、选题方向 2：新时代大学生社会实践高质量发展

的制度机制研究

（一）重点课题（1 项）

课题名称
课题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实践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机制研

究
王鹂 北京科技大学

（二）入选课题（4 项）

课题名称
课题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实践课程体系构建与应用研究 侯庆敏 大连理工大学

“破五唯”视域下研究生高质量实践育人的制度机

制研究
齐晓亮 吉林大学

新时代大学生勇担国家安全宣传教育重任的社会

实践机制研究
胡玉芬 西南政法大学

新时代高校实践育人精准化理念与模式探析 周远 西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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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项课题（14 项）

课题名称
课题

负责人
所在单位

高校与博物馆协同开展革命文化实践育人工作

机制研究——以北京市高校、博物馆为例
范星盛 北京大学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实践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机制

研究
王一喆 北京化工大学

“金课”视角下创新实践育人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刘东东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构建高校共青团实践育人共同体路径研究 赵鹏飞 上海交通大学

基于 CIPP模型的大学生社会实践育人成效测算

体系研究
彭紫新 中国药科大学

新时代研究生实践育人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

径研究——以华中科技大学“喻竹计划”为例
郑名扬 华中科技大学

新时代大学生红色社会实践高质量发展的制度

机制研究
周士权 湖北中医药大学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实践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机制

研究
刘晶晶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习近平关于青年实践教育重要论述视域下的大

学生社会实践体制机制创新研究
殷越 海南大学

第二课堂视域下的高校共青团实践育人体系构

建
朱炜 西南交通大学

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实效性分析及评价体系

设计
李晓晓 成都大学

新时代共青团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高质量发展

的路径研究
李娅佳 云南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大学生社会实践管理机制

研究
刘烨 西安科技大学

高等农林院校大学生社会实践高质量发展的机

制、模式与路径研究
胡卫卫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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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选题方向 3：共青团引导青年（学生）投身科技

创新的载体机制研究

（一）重点课题（1 项）

课题名称
课题

负责人
所在单位

共青团引导青年（学生）投身科技创新的载体机

制研究
苏雅拉图 内蒙古医科大学

（二）入选课题（2 项）

课题名称
课题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共青团引导学生投身科技创新

的机制研究
庄岩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共青团引导青年（学生）投身科技创新的载体机

制研究
王博 东莞理工学院

（三）立项课题（6 项）

课题名称
课题

负责人
所在单位

共青团引导青年投身科技创新的载体机制研究

——以京津冀代表高校共青团为例
刘瑞毅 南开大学

高校共青团引导大学生投身科技创新的载体机

制研究
佟丹丹

黑龙江八一

农垦大学

共青团引导青年学生投身科技创新的载体机制

研究
张正瑞 洛阳理工学院

高校共青团引导学生投身创新创业实践的载体

与机制研究
何文波

湘潭医卫职业

技术学院

中学共青团依托“小平科技创新实验室”开展科

学素养教育的载体研究
魏政

湖南省长沙市

教育局

共青团服务青年学生科技创新能力一体化培育

机制研究
杨婧 陕西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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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选题方向 4：“返家乡”社会实践制度化、规范化、

标准化研究

（一）重点课题（1 项）

课题名称
课题

负责人
所在单位

“返家乡”社会实践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研究 陈栋 江南大学

（二）入选课题（2 项）

课题名称
课题

负责人
所在单位

“返家乡”社会实践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研究 王智君 上海大学

代际视野下“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政策范式变

革与优化策略研究
朱峰 河北大学

（三）立项课题（1 项）

课题名称
课题

负责人
所在单位

“返家乡”社会实践的理论意义及实践研究 边融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五、选题方向 5：“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获奖

项目后续发展分析

（一）重点课题（1 项）

课题名称
课题

负责人
所在单位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获奖项目后续

发展分析
吴胜艳 贵州医科大学

（二）入选课题（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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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名称
课题

负责人
所在单位

三螺旋理论视角下高校共青团深化创新创业人

才培养的路径研究——以粤港澳大湾区十所高

校“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获奖项目孵化

落地为例

连泽纯 华南师范大学

大学生创业退出的内在逻辑与机理研究 黄两旺 黎明职业大学

（三）立项课题（2 项）

课题名称
课题

负责人
所在单位

基于 CIPP理论的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获

奖成果转化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吕朋 东华理工大学

“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获奖项目持续发

展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舒小立 西南石油大学

六、选题方向 6：共青团服务青年技能人才培养工作

研究

（一）入选课题（3 项）

课题名称
课题

负责人
所在单位

长三角一体化视域下高校共青团组织服务青年高

技能人才培养工作研究
包雷晶 华东理工大学

“人工智能+区块链”赋能：共青团智慧服务青年技

能人才培养工作研究
魏晓光 河北金融学院

共青团服务青年技能人才培养工作研究——以粤

港澳大湾区 10所高职院校为考察对象
邹再金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二）立项课题（5 项）

课题名称
课题

负责人
所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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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服务青年技能人才培养工作研究 吴卓平 中国通信学会

共青团助力中职生工匠精神培育的路径研究 吴万
山西省大同市第二

高级职业中学校

“互联网+”视域下山东省共青团服务青年技能人

才创业研究
赵光岩 潍坊科技学院

守正与创新：共青团服务新农科青年技能人才培

养的实践策略——基于 15 所农林高校的实证研

究

肖为 广东海洋大学

共青团服务青年技能人才培养工作研究——基

于云南“双高计划”院校共青团工作模式的探索
杨彬楠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

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