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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国学校共青团 2018 年学术年会“入选论文” 
名单 

（按照第一作者姓氏拼音顺序排序） 

 

一等奖论文（11篇） 

序
号 

论文题目 作者 
第一作者 
所在单位 

1 习近平青年工作思想理论与创新研究 
高健、郑光耀、
徐伟悦 

南京林业大学 

2 
新时代提升高校共青团干部网络意识形
态工作能力的探讨 

何磊磊、李家
辉、杨航征、陈
向阳 

西安建筑科技
大学 

3 中学班团一体化运行机制研究 胡国 

广东省广州市
增城区新塘中
学 

4 
“大思政”格局下高校共青团思想引领的
应然方位 

李鹏 东北师范大学 

5 

“双一流”背景下第二课堂思想引领模式
对“立德树人”的意义研究——以南京大
学“青马工程”四级培育体系为例 

李兴华、满泽
阳、施佳欢 

南京大学 

6 高校共青团改革的政治逻辑与实践取向 刘佳 复旦大学 

7 
供给侧改革视阈下青年需求的高校共青
团回应机制研究 

刘庆庆、何燕君 重庆大学 

8 
群团改革背景下高校“班级团支部与班委
会”一体化运行：动因、价值及改进 

任少伟 安徽理工大学 

9 
高校共青团“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量化
评价体系建设研究 

王鹂、刘晓闯 北京科技大学 

10 高职院校大学生工匠精神的培育研究 王亚青 
营口职业技术
学院 

11 
学校共青团智库发展演进的历程图景与
路径前瞻 

朱峰 河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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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论文（21篇） 

序
号 

论文题目 作者 
第一作者 
所在单位 

1 
习近平青年观视域下新时代青年德育工

作的研究 

陈强、李睿、于

小雯 

辽宁中医药大

学 

2 
青少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模式的优化设

计 
陈蕴哲 

中国青年政治

学院 

3 
高校共青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线图

分析 
董晓光 东华大学 

4 
变革与创新：青年中长期发展规划背景

下高校共青团改革中量的探讨 
杜娟、杨宏杰 西南民族大学 

5 
新时代高校“青马工程”培养标的及质量

评价体系研究 
葛建伟 嘉兴学院 

6 习近平新时代青年工作思想研究 郭世平、刘仰浩 广西大学 

7 
论习近平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观的理论建

构 
黄蜺 长安大学 

8 
思政育人体系视野下高校共青团的独特

地位 
景耀强 成都大学 

9 
在新形势下高校班团一体化院级层面顶

层设计探索 
康玮 长江大学 

10 

高校志愿服务组织的运行现状、发展瓶

颈与提升路径——基于云南 M大学的实

证分析 

李春亭 云南民族大学 

11 新时代青年学生精神成长的三个着力点 李美希、胡晓红 东北师范大学 

12 

高校共青团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长效机制构建的

三重审视 

李志亮、褚丁庆 山东师范大学 

13 中学生团员先进性建设的长效机制摭谈 梁涛 
山西省青少年

研究所 

14 
新时代高校共青团研究范式的反思与建

构 
刘灿、王燕 安徽农业大学 

15 
新常态下高校共青团组织服务学生创新

创业的策略研究 
刘带 韶关学院 

16 大思政”格局下高校共青团发挥生力军作 刘琼 浙江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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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路径探析——浙江工业大学的探索

与实践 

17 
新时代高校共青团网络思想育人与青年

工作的升级再议 
刘晓晖 福建师范大学 

18 
新时代高校共青团改革攻坚的难点和对

策研究 

饶先发、李西

玉、曹希西 
江西理工大学 

19 
中学中职团委、团支部工作规范研究—

—以江西省中学共青团工作为例 
宋嗣伟 江西团省委 

20 
“生态位”理念与高校共青团双创教育多

元化改革模式研究 
王佳杰 

上海工程技术

大学 

21 
高校共青团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质量提升研究 
赵海燕 长春师范大学 

 

三等奖论文（58篇） 

序
号 

论文题目 作者 
第一作者 
所在单位 

1 高校班团一体化改革实践研究 毕洪东 嘉兴学院 

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下高校学生会
“四自”职能履行现状及实现路径研究 

边小玲 滨州学院 

3 
互联网思维下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创新
研究 

陈建华、江又
明、郝永华、曹
盎然、陈颖 

安徽行政学院 

4 
浅析新时期高校班团一体化协同工作机
制构建对策 

陈静 湖北医药学院 

5 
基于“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下的高校
实践育人对策研究 

陈梦奇 临沂大学 

6 
四维工作格局下高校班团一体化协同运
行机制研究 

陈诗南 陕西科技大学 

7 

新时代高校共青团“大宣传”平台建设
初探——以中国传媒大学团委“两微一
台一刊”大宣传平台实践为例 

陈莹峰、周瑶 中国传媒大学 

8 
基于学生发展理论的学生组织自治问题
研究 

程桂龙 重庆邮电大学 

9 
新时代初中党团队一体化育人机制建设
初探 

崔莉芬 

辽宁省抚顺市
东洲区章党经
济开发区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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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10 
多学科视野下新时代高校共青团话语创
新的路径探析 

崔猛 中央民族大学 

11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及教育
途径研究——以艺术专业学生为例 

董艺乐 国立华侨大学 

12 
高校共青团“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的
内涵及价值初探 

董云吉 
哈尔滨工程大
学 

13 
习近平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观与新时代高
校共青团工作 

段光鹏 中共中央党校 

14 
新时代下高校学生代表大会制度的新发
展 

封华 东华大学 

15 
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
思想 

谷云峰、钟立
品、张惠淑 

杭州市团校 

16 

新形势下中学班团一体化协同工作机制
的创新实践——以“博雅立行”CIS 特
色教育为例 

何燕 
浙江省宁波市
龙赛中学 

17 高校共青团改革创新的伦理意蕴 何振华 
江苏财经职业
技术学院 

18 
教育国际化背景下高等院校学生组织建
设研究 

黑波 上海交通大学 

19 

习近平青年工作思想四维度探赜——以
习近平十九大前后系列讲话为中心的历
史考察 

胡伟 山东大学 

20 
医科院校班团一体化运行机制探析——
以广东医科大学为例 

黄明毫、谢文
芬、赵礼清、王
琦、冯雯杰 

广东医科大学 

21 
高校共青团“第二课堂成绩单”学分制
研究 

蒋琳 重庆邮电大学 

22 
微信舆论场生成、传播与管控对策探讨
——基于青年受众的视角 

蒋楠、王延隆 浙江音乐学院 

23 
应用型高校“第二课堂成绩单”实施探
索：基于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视角 

李汉超、牛立
蕊、王甜甜 

河北建筑工程
学院 

24 
桎梏与超越：高校学生会“校-院-班”
三级联动困境问题研究 

李辉 河北师范大学 

25 
深化高校共青团改革争当青年的良师益
友——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为例 

李君 
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 

26 
当前高校学生会改革的突出问题、成因
分析及对策性建议 

李梦宇 
中国社会科学
院 

27 共青团改革形势下高校学生干部作用发 李柱石、马云 哈尔滨工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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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机制研究 香、王鹏、蔡思
昊 

学 

28 
论视觉文化传播对高校共青团思想引领
的应用价值及实现路径 

刘阳 东华理工大学 

29 
习近平文化育人思想的基本内涵和理论
特色研究 

刘志峰 
秦皇岛职业技
术学院 

30 

中学共青团基础团务工作现状与对策研
究——基于江西省 S 市关于团的五项重
点工作调研思考 

卢婉琪 
江西青年职业
学院 

31 

团学工作中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研究——以四川大学计算机学院团
学工作为例 

倪胜巧、霍世芳 四川大学 

32 

多学科助力下的中学共青团工作路径研
究——基于清华附中团委多元活动的考
察 

任星阳 
清华大学附属
中学 

33 

新时代提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三重维
度——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的相关重要论述 

舒高磊 南开大学 

34 
共青团改革背景下大学生团员教育及入
党积极分子思想引领现状的调研 

宋安娜 
广州大学华软
软件学院 

35 
基于结构化方程模型的中等职业学校共
青团工作影响因素研究 

宋芳、吴占薇 
贵州省物资学
校 

36 近十年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研究综述 苏瑞浓 
江门职业技术
学院 

37 

议程设置理论在新时代高校共青团网络
思想引领中的应用研究——以学习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活动为
例 

孙金铭 杭州医学院 

38 再论高校学生代表大会的功能及实现 孙磊 苏州大学 

39 
新时代加强高校共青团思想引领工作研
究 

孙巍 桂林理工大学 

40 

内容再造与载体重构——高职院校共青
团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两个关键 

唐智 
江苏农林职业
技术学院 

41 
聚焦思想引领新矛盾，探索思想引领新
路径 

王建红 湖北工业大学 

42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塑造高校团员青年政治信仰的路径探究 

王熹 湖南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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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高校共青团开展青年教师工作的长效机
制研究 

王雪峰 长沙师范学院 

44 
新时代高校学生社团繁荣发展的路径探
析 

王艺、何熙 中央财经大学 

45 
高校共青团思想引领青年学生的切入
点、结合点和着力点 

王振国 潍坊学院 

46 
“大思政”育人格局下高校共青团职能
定位及作用发挥 

徐磊 上海大学 

47 从“一字之差”看高校共青团改革 杨实权 北京林业大学 

48 
高校共青团改革还要走多远？——基于
8所普通高校的调查 

杨为学 华中师范大学 

49 

共青团网络文化产品培育青年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研究——以共青团中央系列
网络文化产品为例 

杨雪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50 

青年参与网络舆论事件的传播与话语研
究——基于 2014-2016 年浙江省青年参
与的实证调研 

姚昱帆、刘文献 中国计量大学 

51 
高校“网络圈群”舆论引导的困境及路
径 

叶荔辉 华侨大学 

52 
培养时代新人视域下的大学生社团建设
的目标探析 

俞念胜 池州学院 

53 
教育生态学视域下高校共青团思想引领
探析 

袁道福 
浙江交通职业
技术学院 

54 
分层分类分阶段视角下的高职院校“第
二课堂成绩单”课程项目供给探索 

张进宝、赵世东 
河北建材职业
技术学院 

55 
基于大学生网络素养教育的网上共青团
建设路径研究 

张婷 中南大学 

56 
高职共青团“第二课堂成绩单”建设目
标与路径选择 

赵健 
无锡职业技术
学院 

57 

打通高校基层团组织服务学生的“最后
一公里”：团小组建在寝室——以 H 大
学某学院为例 

周广、张路杨、
杨芳 

哈尔滨理工大
学 

58 
中学共青团一体化分层分类思想引领工
作体系研究 

周扬 

辽宁省阜新市
第二十六中学
团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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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入选论文”（97篇） 

序
号 

论文题目 作者 
第一作者 
所在单位 

1 高三学生思想引领工作研究报告 
北京十一学校课
题组 

北京十一学校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下高校德育的
创新实践研究 

蔡臻臻 华南师范大学 

3 
完善高校学生会干部选拔培养考核体系
的若干思考 

曹桐赫 辽宁科技大学 

4 
研究生一体化分层分类思想引领工作体
系研究 

曹文涛、苑影、
徐建慧、常笛、
刘笑辰 

哈尔滨工业大
学 

5 新常态下大学生公益活动长效机制研究 常立生 
河北科技师范
学院 

6 
“互联网+”视阈下 90后高校学生干部
培养机制探析 

陈艾芳、朱熠晟 南京林业大学 

7 
高校共青团改革攻坚的四重维度及实现
路径 

陈国成 莆田学院 

8 

习近平青年工作思想研究现状与热点的
知识图谱可视化研究—基于 citespace的
文献计量分析 

陈霞、韩璐 山西财经大学 

9 
基于执行力视域下加强高校基层服务型
团组织建设的思考 

陈旭华 五邑大学 

10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高校文化育
人 

陈亚惠、李菁 重庆工商大学 

11 
群团改革背景下的中学共青团改革难点
和对策研究 

陈冶 
安徽省望江中
学 

12 
中学班团一体化运行机制的实践研究 

——以石嘴山市为例 

程鹏、杨婷、杨
超 

石嘴山市光明
中学 

13 

高校共青团推进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育人
目标的成效分析——以西北政法大学为
例 

丁艳艳 西北政法大学 

14 提升高校基层团支部凝聚力的对策研究 
董雪、许伟维、
李明蔚 

上海对外经贸
大学 

15 
地方应用型高校大学生思想引领分层一
体化实践研究——以合肥学院为例 

杜娟、万昭莹、
丁婧 

合肥学院 

16 
新媒体视域下高校共青团思想政治工作
的探索与思考 

杜鹏、李静 泰山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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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新时代高校共青团服务大学生创业教育
的路径选择——基于大学生主体性发展
视角 

范洁 福建工程学院 

18 
高校第二课堂与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研
究 

方硕瑾 
浙江商业职业
技术学院 

19 
理工科专业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现状与
对策研究 

冯英华 常州工学院 

20 

“大思政”格局下高校共青团改革攻坚
存在问题与对策研究——以陕西部分高
（职）校为例 

高明、武文思 
西安外国语大
学 

21 
新媒体时代高校“网上共青团”体系的
构建与思考 

葛佳佳 
天津外国语大
学 

22 
新时代下高校大众化教育的大学生共青
团中国梦植入思政教育研究 

公衍才 
青岛理工大学
（临沂） 

23 
改革背景下高校学生干部选拔与任用机
制研究 

古梦雪 三江学院 

24 

构建高校“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育人
模式的体系研究——以大连海事大学为
例 

关晓光、吕海
宁、苏畅、阚
颖、黄晓华、徐
野男 

大连海事大学 

25 
基于 GROW 教练模型推动高校班团一
体化协同建设的研究 

韩志鹏、梁凯、
张秋月 

北京建筑大学 

26 
学校共青团微信公众平台管理优化策略
研究 

郝永华、江又
明、陈建华、曹
盎然、陈颖 

安徽行政学院 

27 

高校新媒体思想政治教育十九大宣推模
式建构研究——以钦州学院新媒体微信
平台为例 

何高平 钦州学院 

28 

高校共青团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长效机制研究
初探 

何曼榕 云南大学 

29 
基于离散选择模型的高职院校大学生主
流意识形态认同实证研究 

洪波 
浙江交通职业
技术学院 

30 中学共青团工作机制创新的思考与探索 胡胜林 
湖北省蕲春县
教育局 

31 
群团改革中的中学共青团：现状、困境
与对策 

黄祥瑞 华中师范大学 

32 
“一带一路”视角下学生社团在增强高
校网络舆论引导力的探索 

吉洪泽 
西安建筑科技
大学 



-9- 

33 
青岛市城区职业学校学生使用网络社交
媒体情况的调查与分析 

贾海清、袁国
丽、刘平、李春
竹 

青岛市团校 

34 
高校共青团“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存
在的问题与对策 

姜家兴、郭秦云 延安大学 

35 互联网思维下高校共青团组织优化研究 金国峰、宋磊 
辽宁工程技术
大学 

36 浅谈新时代下独立学院共青团工作 金霖霖 江西师范大学 

37 
基于“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下的创新
创业教育模式研究 

柯婷、吴振铨 广东工业大学 

38 

新时期大学生志愿服务制度化体系创新
探索——基于河南农业大学大学生志愿
服务工作实践 

李蓓蓓 河南农业大学 

39 
基于学生为中心的高校共青团培训课程
质量提升策略研究 

李宏宇、曹玉、
钱文霞 

中国民航大学 

40 
新媒体视阈下大学生团支部“融合发
展”模式探析 

李思滨 
哈尔滨工程大
学 

41 
“一心双环”组织格局下高校二级学院
研究生团学工作的问题探析和对策研究 

李伟铭 
上海对外经贸
大学 

42 

高校共青团思想引领下校园网络意见领
袖的同向同行同进培养——基于协同学
视角 

李新纲、张艳 滨海学院 

43 
高校共青团边缘性介入创客教育的实践
探索 

林文豹 莆田学院 

44 

新时代高校共青团促进大学生创业的问
题与对策——基于“四位一体”工作系
统 

林晓珊、林雪松 广州大学 

45 

树“四成”理念，育“四有”青年——
习近平总书记青年成长观视角下的“四
成”育人模式分析 

刘国权 
哈尔滨师范大
学 

46 
基于“素质拓展实践包”开发的高职院
校共青团实践育人路径的初探 

毛厌草 
南京科技职业
学院 

47 
共青团如何利用“网红”效应开展青年
思想教育工作 

缪菁 南京林业大学 

48 

基于“第二课堂成绩单”的高职院校学
生课外素质教育现状调查与指导策略研
究——以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为例 

纳佳、王联旭、
杨彬楠、曹勇、
李薇 

昆明冶金高等
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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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新时代高校共青团改革创新的五个维度
——以广东省属公办全日制普通本科大
学韶关学院为例 

倪婧、刘带 韶关学院 

50 
基于时空视角的习近平青年成长思想研
究 

裴艳、王艳平 东北财经大学 

51 
服务能力提升：民办高校共青团改革的
根本遵循 

齐鹏 三江学院 

52 
绿色教育：新时代加强高校共青团思想
政治工作的新载体 

任江林 重庆三峡学院 

53 
育人导向下高校共青团一体化分层分类
思想引领体系探究 

任可雨 成都工业学院 

54 高校青年自组织研究发展综论 任祥华 山东工商学院 

55 
论高校科技类社团对大学生创新精神的
培育 

盛文楷 广东医科大学 

56 
文化自信融入高校共青团思想政治工作
的实践逻辑探究 

孙绍勇 上海交通大学 

57 
基于服务成长视角下高校共青团“第二
课堂成绩单”实施保障研究 

孙亚兰、李泽飞 云南师范大学 

58 

共青团工作研究的成效与发展——基于
1984~2015年 CSSCI收录论文的数据分
析 

谭玉磊 
哈尔滨工业大
学 

59 
基于大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的“第二课堂
成绩单”制度现状及其优化策略 

唐勇、陈端春、
李明尚 

西华师范大学 

60 

基于课程平台视域下高校共青团“第二
课堂成绩单”制度建设的路径探索——
以江西财经大学为例 

陶志超 江西财经大学 

61 

文化自信视野下大学生团员身份认同现
状调查与培养研究——以广东省 30 所
高校为例 

王奥 
广东农工商职
业技术学院 

62 
高校本科生科研训练的学生参与及模式
创新 

王耕 
辽宁工程技术
大学 

63 
高校共青团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长效机制研究 

王乐昌、耿赛、
秦洪庆 

青岛科技大学 

64 
高校共青团视角下“青马工程”培养机
制与模式创新 

王蕾 四川大学 

65 
共青团在女大学生创业教育中的作用研
究——以山东女子创业大学为例 

王鲁、郭晓东、
刘瑶青 

山东女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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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高校共青团微信公众平台的思想政治教
育功能探究 

王万奇 广西大学 

67 
高校基层班团一体化改革模式初探——
以海南省高校班团一体化改革为例 

王一钦、杨啸
杰、刘淑慧 

海南大学 

68 新时代高校班团一体化运行机制研究 王舟 西安文理学院 

69 
高校共青团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方
式方法研讨 

魏玮 河南农业大学 

70 
完善团委信息系统，助推中学共青团改
革攻坚 

魏晓光、阎东
彬、康绍大、张
倩 

河北金融学院 

71 

新时代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
化的实现路径——基于校园文化建设的
视角 

翁楚歆 
广州康大职业
技术学院 

72 
高校学生社团与企业互动机制建模与治
理对策 

吴睿佳、李彤彤 
山东大学（威
海） 

73 

改革视野下学校共青团工作创新研究 

——以大同市青年发展现状和学校共青
团改革为例 

吴万 

山西省大同市
第二高级职业
中学 

74 
试论习近平青年观与高校马克思主义者
培养模式创新 

谢丹 海南师范大学 

75 

近 20 年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文
献的计量与可视化分析——兼论青年教
师思想政治工作的战略地位 

徐满成、柳逸
青、赵如月 

上海中医药大
学 

76 

大数据背景下高职院校第二课堂成绩单
质量监控体系的设计及应用研究——以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徐雄波、冼文、
雷丹 

南宁职业技术
学院 

77 
高校共青团改革背景下关于推进高校基
层团支部班团一体化建设的研究 

许建 河北工业大学 

78 
关于研究生第二课堂的现状分析及对策
研究 

杨波、阚俊明 
长春中医药大
学 

79 
“侧改革”视阈高校共青团凝聚力增强
路径 

杨仁财、王阳阳 陕西师范大学 

80 
高校班团一体化机制运行的创新机理研
究 

叶涛、任梅、张
华 

江苏大学 

81 
中学团校的现状与发展研究——以广东
地区为例 

叶越强 
广东省珠海市
斗门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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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扶不扶”不该成为选择题——青年学
生社会道德信仰“共生”模式的重塑 

尹吴、李靖、顾
荣华 

南京林业大学 

83 
青年学生自我教育的内生机制析论——
基于共青团思想政治工作视域 

袁勋、桂泽红 湖北大学 

84 

自媒体时代高校青年思想引领平台构建
的问题与路径探析——关于推进“网上
共青团”建设的新思考 

袁玉龙、王利、
刘志勇、姜芳、
马艳阳 

山东农业大学 

85 
“第二课堂”视角下大学生创新创业能
力培养探析 

张芳芳 潍坊学院 

86 

“一心双环”格局下地方高校团学组织
改革模式探析及实践——兼顾矩阵式管
理的视角 

张婕、赵卉妍 烟台大学 

87 

从“精英”到“大众”：新时代高校共
青团思想引领大众化的根本要求、突出
矛盾与现实对策 

张柯、綦玥、宋
阳、任建国 

西安建筑科技
大学 

88 
高校共青团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长效机制思考 

张威威、张婷婷 广西大学 

89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
当代青年成长的影响研究 

张阳 
无锡商业职业
技术学院 

90 
大数据背景下高校学生学习型基层团组
织的构建 

张媛 山东大学 

91 
初中团队建设的“三三三”推优入团模
式实践研究 

赵洵、晏祥安 

四川省成都市
温江中学实验
学校 

92 新形势下高校班团一体化建设探析 赵振华、杜楠玥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93 
新媒体背景下高校共青团“圈层融合”
文化育人路径探究 

郑璇 西南石油大学 

94 基于升学的角度探索初三思想引领机制 钟良、余明锦 
广东省广州市
玉岩中学 

95 

以项目化管理模式推进高校理工科学院
基层团组织建设的实证研究——以武汉
四高校两案例为例 

周杰 湖北大学 

96 
习近平青年观视阈下大学生社会责任感
培育研究 

朱林 蚌埠学院 

97 
“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的内涵、功能
和意义 

邹文通、何伟、
薛琳 

闽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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