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类别 作者 第一作者所在单位

1
内蒙古青少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共青团
工作创新研究

学术著作 孟庆国、王富强、石英
内蒙古自治区团校（内蒙古
师范大学青年政治学院）

2 当代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与培养 学术著作 穆敬雯、张雷、王晶 哈尔滨医科大学大庆校区

3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研究 学术著作 张然 滨州学院

4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与创新发展探索 学术著作 邢水英 烟台南山学院

5
新时期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基于互联网+大背景下
的探究

学术著作 尉海东 临沂大学

6 中国梦视阈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路径研究 学术著作 姚明亮 渭南师范学院

7 吉林青年发展报告（2016）蓝皮书 学术著作 李忠双、王佐 吉林省团校

8 志愿服务与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 学术著作 陆桂英 杭州市团校

9 大学生非智力因素培养与职业生涯发展 学术著作 符茂、黄炳超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10 大学生情商教育及实践 教材读本 康玮 长江大学

11 大学生安全与法制教育 教材读本 张宪明、蒋利明 成都东软学院

12 大学生创业基础 教材读本 张恒 西安翻译学院

1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读本——历史典故中的价值观 教材读本 叶超飞、孙克亮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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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创新创业实务 教材读本 由建勋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15 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教程 教材读本
胡象斌、江辉、涂运祥、易海胜
、杨爱霞、许婷、朱运德、朱真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16 新形势下高校基层团组织工作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 学术论文 赵芳芳、姜涛、孙艳 北京城市学院

17 中英高校学生自治组织的比较及思考 学术论文 鞠丹、王小娅、张清榕 北京外国语大学

18 基于微信公众号的大学生思想引导规律探析及方法创新 学术论文
张蕊、王尧葵、鲍玲、徐春光、
乔志勇、马自强

中国矿业大学

19 高职特色学生社团管理运行机制适应性探索 学术论文 崔娜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20 大学生学术性社团发展症结与应对机制研究 学术论文 李霞、席一政、王振华 天津科技大学

21 社会工作视角下高校学生干部队伍建设路径探析 学术论文 杨瑛、吕敬 太原工业学院

22 高校课间“三走”活动探略——以山西大同大学为例 学术论文 杨娜、周永军 山西大同大学

2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下的大学生创新创业研究——以
沈阳师范大学为例

学术论文 邵学军、于杨 沈阳师范大学

24 高校学生组织企业化管理模式研究 学术论文 刘昕、刘延辉 锦州医科大学

25 马克思主义青年理论的当前价值 学术论文 田海斌、冯岩 辽宁科技大学

26 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视角下的“青马工程” 学术论文 赵海燕 长春师范大学

27 以第二课堂成绩单为依托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学术论文 李雨亭 黑龙江东方学院

28 高校青年志愿者服务品牌项目培育探析 学术论文 王洪新 哈尔滨师范大学

29 高校基层团支部活力提升的途径研究 学术论文 董云吉、王春秀 哈尔滨工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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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论共青团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理念 学术论文 苏醒 齐齐哈尔大学

31 自媒体环境下青年意见表达的形态、特征及引导策略 学术论文 余越 上海海关学院

32
基于协同发展理论的大学生志愿服务可持续化社会支持
系统研究

学术论文 王佳杰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33
基于高校特色文化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路径研究——
以传统纺织服饰文化为例

学术论文 张晓冬 东华大学

34 学生社团：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有效载体 学术论文 齐鹏、尹娟 三江学院

35
大学生网络文明志愿者队伍工作状态分析及建设对策研
究

学术论文 赵健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3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大学生法治信仰的培育 学术论文 陈燕红 泉州师范学院

37 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的高校学生社团精细化管理探析 学术论文 苏忠钊 厦门理工学院

38 立足第二课堂建设繁荣高校创客文化探索 学术论文 范洁 福建工程学院

39 大学生使用自媒体的心理动机及引导——以微信为例 学术论文 姜利波 聊城大学

40
”1533”校园文化活动育人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以山
东农业大学文法学院为例

学术论文 费美娟、李金锦、肖秋生、于婷 山东农业大学

41
“眼球效应”视角下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教育”微”平台
构建探析

学术论文 周颜玲、张琦 山东交通学院

42 青岛地区民办高校学生社团的现状分析 学术论文 臧琰琰、李灵艳 青岛黄海学院

43 移动互联网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 学术论文 齐月祥 河南大学

44 校园网络欺凌治理的路径：以共青团为中心 学术论文 程莹 河南理工大学

45
新媒体背景下的大学生法治思维养成——以襄阳市高校
为例

学术论文 张亿瑞、王瑶珺 湖北文理学院

46 基于熵理论的高校团学系统组织格局研究 学术论文 徐干城、严燦、宋雨禾 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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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状况调查研究与思考 学术论文 朱磊 中南民族大学

48 自媒体环境下高校“微团建”工作机制研究 学术论文 王志堂 湖南科技学院

49
新形势下高校学生团队实现自主管理的机制研究-以岭
南师范学院为例

学术论文 吕利珊、唐洪浪、黄展 岭南师范学院

50 新常态下高校学生干部培养模式的创新研究 学术论文 杨曼 岭南师范学院

51
大众创业视域下农科大学生创业培育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以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为例

学术论文 刘碧容、古广灵、王藴波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52 高校共青团深化大学生创新创业策略研究 学术论文 韦联桂 广西财经学院

53 自媒体时代大学生中国梦教育的推进路径探析 学术论文 莫忧 成都理工大学

54 利用新媒体将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党团建设 学术论文 周正颐 西南医科大学

55 高校共青团组织推动大学生创新创业对策研究 学术论文 黄霞 成都体育学院

56 新媒体使用行为下的青年媒介素养研究 学术论文 刘庆庆 重庆大学

57 信息化时代高校学生干部自我管理的困境与选择 学术论文 程桂龙 重庆邮电大学

58 构建高校与社会协同实践育人新模式的思考 学术论文 刘业兴、曹军会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59
加强中学生团校建设  优化中学共青团工作——新时期
中学生团校建设的探索

学术论文 董万银、殷海军、杜彦军
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定边中
学

60
基于教育改革背景下中学共青团现状分析及工作创新方
式研究

学术论文 李小强 甘肃省正宁县第一中学

61 文化生态视阈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 学术论文 刘嵘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62 新形势下构建“三走”活动常态化机制的设想与实践 学术论文 彭军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63
新媒体环境下高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研——基
于厦门5所高职院校的问卷调查

学术论文 王晓俊 厦门华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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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浅析以团支部为核心的的班团一体化管理新模式 学术论文 周亨炉、高旭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65
多元文化背景下高职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实
践路径探索

学术论文 刘雪松 山东外国语职业学院

66 网络谣言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究 学术论文 黄珑珑、黄汉明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67 广东省大学生网络沉默行为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 学术论文 王博、刘智勇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68 高校共青团创建大学生创客空间实效性探索与实践 学术论文 胡吉良、陈宝文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69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加强大学生安全教育工作的研究 学术论文 吴迅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70 专科层次学校团学干部队伍建设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 学术论文 张明会、兰青、张儒奎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71 我国大学生信用建设调研报告 调研报告 王艺、汪昊 中央财经大学

72
网络意见领袖对大学生人际行为及价值观引导的实证研
究

调研报告 高蕾 北京联合大学

73 首都民办高校大学生微商创业情况调研报告 调研报告 张艳萍 北京吉利学院

74
工匠精神在工程型青年学生思想引领与文化教育中的研
究实践

调研报告 刘娜 北京科技大学

75 网络社会中大学生公共道德现状与政治引领研究 调研报告 郑建辉、薄建柱、曹杰、司福利 华北理工大学迁安学院

76
大学生志愿服务动机与社会资本的建构路径——基于网
络社交视角

调研报告 陆耀峰 上海大学

77 传统文化在青少年发展中的功能研究 调研报告 刘金同 潍坊科技学院

78
医药类高等院校创新创业社团特色化发展模式与实践体
系研究调查报告

调研报告 方芳、孙云龙 中国药科大学

79
“微时代”背景下大学生法治观念的现状与养成——基
于浙江省9所高校的实证研究

调研报告 马利峰 杭州师范大学

80 基于青少年受众的热门微信舆情管控对策研究 调研报告 王延隆、蒋楠 浙江农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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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新媒体视阈下高校学生社团活动平台延展研究 调研报告 曹盎然 安徽行政学院

82
少数民族大学生学校归属感培育研究——以福建高校为
例

调研报告
董艺乐、林荣策、王坚、吴春安
、孙娟娟、卢立波、吴倩倩

华侨大学

83
大学生思想政治引领方法路径研究——以信阳师范学院
为例

调研报告 朱国朋 信阳师范学院

84 共青团基层组织和基层工作研究 调研报告 王传飞 南阳师范学院

85 少数民族大学生生活方式研究 调研报告 周士权 湖北中医药大学

86
独立学院共青团分类指导工作的现状与对策研究——以
珠海市三所院校为例

调研报告 朱志惠、黄蓬亮、张恩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87
高校共青团对研究生支教团可持续发展的支持路径和作
用研究——以贵州省的研究生支教团为例

调研报告
汪江峰、廖庆春、赖莹莹、张思
慧、向娟、陈鸿佳、谢露诚、钟

华南师范大学

88 广西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政治信仰教育研究报告 调研报告 郭世平 广西大学

89 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的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 调研报告
李晓峰、徐海鑫、郑洪燕、吴敏
、蒲育文

四川大学商学院

90 创新群团工作方式方法研究报告 调研报告
孙楚航、张瑜、汪琳薇、张千磊
、邱蔚、王朋

西南大学

91
关于“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改革
的调查研究

调研报告
胡守敏、郭彬彬、宋明江、唐方
、刘印、刘明明、周独奇、向明

重庆文理学院

92 新形势下高校学生社团意识形态建设途径研究 调研报告
张柯、牛腾、任建国、陈向阳、
宋阳、綦玥、孙灵通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93
中学生志愿服务制度化与规范化研究报告——基于北京
理工大学附属中学志愿服务开展现状地研究

调研报告 高静 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

94
中学共青团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路径与载体
研究--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例

调研报告 郑冲、羊瑜、高雅娟、蒋环、 北京市中关村中学

95 四川省成都西藏中学社团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调研报告
龙臣、汤琳、王银品、蒋松、伍
林、敬晓萍

四川省成都西藏中学

96 中高职贯通青年学生思想状况调查研究 调研报告 杨超杰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高等职业
技术（国际）学院

97 青少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途径研究 调研报告 卜善磊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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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高校网络舆情分析与引导机制研究 调研报告
袁博、沙莉、陈宏斌、宋晶、王
英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99 新媒体时代下高校共青团思想政治引领实施策略 调研报告 翁楚歆、曾富强、陈海坛 广州康大职业技术学院

100
行业精神和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现状调研报告——以
广东地区为例

调研报告
王奥、陈雯霞、王静玲、许泽玲
、黄坚兴、陈晓媚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101
基于MBTI理论的高校共青团干部队伍建设研究研究报告
——以广西部分高校为例

调研报告 曾小贵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102 大健康背景下贫困地区大学生体育社团的发展计划研究 调研报告 肖正 贵州工程应用

103 中职共青团组织运行机制创新研究 调研报告 刘光龙、谷宝国、于俊海 河北省沧州工贸学校

104
少数民族地区中等职业类学校学生足球社团现状调查及
发展策略研究——以内蒙古包头为例

调研报告 陈丽萍 包头市卫生学校

105
关于开展河北科技师范学院“一团一品”特色团支部创
建工作的实施意见

工作制度 邵东蕊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106 关于深入推进沈阳医学院学生志愿服务活动的实施办法 工作制度 杨迪 沈阳医学院

107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学生社团管理办法 工作制度
李颖、高宏、宋清萍、常慧、刘
宏山、刘丽、武智勇、赵铁丰、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108
南京林业大学本科生创新创业与素质拓展学分认定管理
办法（试行）

工作制度 高健、徐新洲、曹牧、徐信武 南京林业大学

109
依托PU平台的第二课堂成绩单3.0工作手册（制度体
系）

工作制度 朱国军 淮海工学院

110 山东女子学院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管理办法 工作制度 王鲁 山东女子学院

111 中原工学院本科生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 工作制度 张志增 中原工学院

112 大学生新媒体素养培育计划 工作制度
奚少敏、陈豫岚、、严晓君、钟
亿星

广州工商学院

113 西安邮电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管理办法 工作制度 李涛 西安邮电大学

114 基于企业管理视觉下的团学干部选拔培训管理办法 工作制度 林珂、曾碧瑶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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