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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2008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 

（高校思政、党建、稳定、网络）委托项目拨款一览表 

一、重大研究课题（11 项） 

单位：万元 

序

号 
课题名称 申请人 学校 

立项 

经费 

一期

拨款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寓于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 
刘川生 北京师范大学 8 4 

马抗美 中国政法大学 4 2 

刘书林 清华大学 2 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寓于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 

史瑞杰 天津商业大学 2 2 

戴艳军 大连理工大学 4 2 

吴育林 中山大学 2 2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寓于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 

陈延斌 徐州师范大学 2 2 

4 新时期保护引导大学生爱国热情 叶  芃 武汉工程大学 8 4 

5 普通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测评体系 王国炎 南昌航空大学 8 4 

龙建成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4 2 
6 普通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测评体系 

桑秀藩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 4 2 

7 高校安全保卫工作队伍建设 杨晓慧 东北师范大学 8 4 

8 维护高校安全稳定预防预警体系 计卫舸 河北科技大学 8 4 

王  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4 2 
9 维护高校安全稳定预防预警体系 

罗维东 北京科技大学 4 2 

10 
基于网络舆情研判的高校群体性事件预警

与网上应急处理 
高福廷 北京交通大学 8 4 

徐晓林 华中科技大学 4 2 
11 

基于网络舆情研判的高校群体性事件预警

与网上应急处理 刘  毅 天津外国语学院 4 2 

合  计 88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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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般应用性研究课题（27 项） 

单位：万元 

序

号 
课题名称 申请人 学校 

立项/拨

款经费 

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基本要求 刘海燕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 

许国彬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1 
2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基本要求 

刘衍玲 西南大学 1 

刘步英 江西农业大学 1 
3 加强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理论与实践 

苏升乾 云南大学 1 

朱  平 安徽师范大学 1 
4 

高校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建设质量监控

体系 彭庆红 北京科技大学 1 

5 加强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 史宗恺 清华大学 2 

6 加强免费师范生思想政治教育 马  敏 华中师范大学 2 

李中耀 新疆财经大学 1 
7 少数民族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 

徐建军 中南大学 1 

8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 岳云强 北京化工大学 2 

陈  宁 首都师范大学 1 
9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 

马彦琳 华中科技大学 1 

10 高校基层党组织联系服务群众长效机制 崔文志 北京印刷学院 2 

张  朴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1 
11 高校基层党组织联系服务群众长效机制 

梁小伊 华南农业大学 1 

12 高校落实党代会代表任期制实施方法 杜志淳 华东政法大学 2 

13 高校流动党员党建工作机制 李永华 深圳大学 2 

14 
高校廉洁教育纲要和大学生廉洁教育读本

大纲 
林  红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2 

魏晓文 大连理工大学 1 
15 高校统战工作创新 

姚  波 西安财经学院 1 

16 加强高校学生社团活动管理 张  澍 武汉大学 2 

高志勇 南开大学 1 
17 宗教对大学生影响问题 

王洪飞 沈阳航空工业学院 1 

张  华 北京语言大学 1 
18 宗教对大学生影响问题 

施章清 浙江师范大学 1 

19 高校反恐怖问题 汪庆华 华北电力大学 2 

20 高校防止和抵制传销问题 杨志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 

21 新形势下大学生公共安全教育 冯小宁 华南理工大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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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彦君 河北经贸大学 1 

22 大学校园网站评价体系 邱建国 中北大学 2 

孙  雷 东北大学 1 
23 

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领导机制及

工作机制 刘玉祥 上海交通大学 1 

24 大学生网络道德的培育与实践 黄少华 兰州大学 2 

张  楠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1 
25 大学生网络道德的培育与实践 

魏雷东 河南师范大学 1 

26 高校 BBS 创新与发展 肖铁岩 重庆大学 2 

雷  鸣 天津大学 1 
27 高校网络文化精品项目建设 

申小蓉 电子科技大学 1 

合  计 54 

 

三、辅导员骨干专项（93 项） 

 

序号 课题名称 申请人 学校 
立项/拨
款经费

1 当代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特点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乔志宏 北京师范大学 0.5 

2 高校学风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岳  敏 中国农业大学 0.5 

3 
新时期高校预备党员党性教育的机制和模式研

究 
张  馨 北京化工大学 0.5 

4 如何正确引导与规范大学生个性发展 田永静 北京交通大学 0.5 

5 大学生“朋辈支持”应用研究 朱继光 中央财经大学 0.5 

6 非法传销组织对高校渗透的特点研究 张志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0.5 

7 高校学生违纪处理制度研究 李亚梅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0.5 

8 博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载体研究 马亚男 南开大学 0.5 

9 辅导员博客撰写的战术研究 王  葳 天津大学 0.5 

10 
聋人大学生班级健康委员朋辈辅导的研究与实

践 
乔静芝 天津理工大学 0.5 

11 辅导员工作因材施教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曹  静 天津商业大学 0.5 

12 
拓展训练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危机干预中

的应用研究 
杨  明 中国民航大学 0.5 

13 
新资助政策体系下贫困生的思想变化及对策研

究——以河北师范大学为个案 
张立鹏 河北师范大学 0.5 

14 辅导员工作绩效考核研究 张剑军 河北工业大学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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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如何利用职业生涯规划理论创新高校班级管理

工作 
贾立敏 石家庄学院 0.5 

16 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多元评价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贺  翔 东北大学 0.5 

17 组织文化视角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途经研究 修新路 东北财经大学 0.5 

0.518 新时期高校辅导员家访模式研究 白雪峰 鞍山师范学院 0.5 

19 辅导员主导下的大学生公民教育模式研究 张国兴 吉林大学 0.5 

20 艺术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 任丽涛 东北师范大学 0.5 

21 
大学生同辈群体安全管理与辅导员工作范式优

化研究 
刘俊峰 长春理工大学 0.5 

22 
新形势下民办高校大学生学习特点与学风教育

体制实践的研究 
周  丹 长春工业大学 0.5 

23 大学生自律机制研究及平台建设 郭君巍 哈尔滨工业大学 0.5 

24 心理咨询技巧在高校辅导员工作中的应用研究 于欣欣 哈尔滨工程大学 0.5 

25 以寝风促学风——学风建设模式研究 吴立全 东北农业大学 0.5 

26 当代大学生婚恋观研究 罗  凌 复旦大学 0.5 

27 高校大学生心理辅导员建设的调查研究 陈增堂 同济大学 0.5 

28 
促进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全面发展工作模型构

建 
司忠业 华东理工大学 0.5 

29 新时期大学生道德教育研究 徐燕婷 华东师范大学 0.5 

30 
突出主体地位、强化自我教育——大学生党建

自主自创模式研究 
刘兵勇 上海财经大学 0.5 

31 
新形势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和有效性

研究 
薛  花 上海理工大学 0.5 

32 
高校抵制传销的实证研究——新视角看大学生

思政工作的改进 
朱晓雪 南京大学 0.5 

33 
大学生诚信教育缺失对我国社会的影响及对策

研究 
刘  静 东南大学 0.5 

34 
资助·育人·成才——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诚信感恩意识的培养 
李  萍 江南大学 0.5 

35 大学生党员毕业后作用发挥的研究与思考 朱筱玉 南京农业大学 0.5 

36 
利用家庭教育资源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途

径的探索 
谢  云 南京师范大学 0.5 

37 传媒多样化与大学生成长研究 钱春芸 苏州大学 0.5 

38 
新资助体系下助困资源公平分配的制度创新研

究 
刘  佳 扬州大学 0.5 

39 
政治沟通视野下大学生主题教育网站建设有效

性研究 
傅方正 浙江大学 0.5 

40 大学生网络自组织 QQ 群的伦理危机及干预 陈仁伟 浙江师范大学 0.5 

4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新途径——心理情景剧的

应用研究 
方  婷 浙江理工大学 0.5 

42 高校突发危机事件中大学生心理应激及其干预 王道阳 安徽师范大学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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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大学生宗教信仰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徐登攀 厦门大学 0.5 

44 增强高校辅导员亲和力的对策研究 邱海锋 福建师范大学 0.5 

45 
运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新时期高校班级建设的研

究和探索 
廖元新 南昌大学 0.5 

46 大学生求职期社会支持系统构建研究 龙溪虎 南昌工程学院 0.5 

47 高校辅导员工作“课程化”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叶芜为 赣南师范学院 0.5 

48 大学新生班级活动组织与十种能力培养 贺  平 山东大学 0.5 

49 
发挥高校理论社团在大学生廉洁教育中重要作

用的实践探索 
何培英 中国海洋大学 0.5 

50 团体辅导对大学生学业倦怠的影响研究 倪士光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

海） 
0.5 

51 
学分制条件下大学生主题班会的理念、形式创

新及作用研究 
张  明 山东理工大学 0.5 

52 辅导员职业压力状况调查及对策研究 丁  峰 烟台大学 0.5 

53 地方高校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研究 张  华 潍坊学院 0.5 

54 当代大学生群体消费分层问题研究 付晓丽 郑州大学 0.5 

55 大学生感恩教育问题研究 谢纳泽 河南大学 0.5 

56 高校大学生教室文化建设的理论探索与实践 白海霞 河南中医学院 0.5 

57 大学生宿舍文化建设研究 安  娜 河南教育学院 0.5 

58 
手机短信视野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研

究 
彭  榕 周口师范学院 0.5 

59 
基于项目管理模式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案

例数据库研究 
郑先公 武汉大学 0.5 

60 
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学生党员教育和先进性作

用发挥机制研究 
宋  静 华中科技大学 0.5 

61 专业实践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研究 徐士元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0.5 

62 学业目标引导在高校辅导员工作中的应用研究 张  钊 武汉理工大学 0.5 

63 大学生党建运行机制构建的调查与研究 曹  飞 华中农业大学 0.5 

64 
试析高校辅导员职业倦怠状况对其专业化建设

的启示 
罗媛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0.5 

65 
汶川地震灾区籍学生生存状态及扶助对策研究

——基于湖南师范大学 352 名受灾学生的调查
鲁  良 湖南师范大学 0.5 

66 辅导员开展大学生安全教育工作实践研究 赵  婵 湘潭大学 0.5 

67 
国家助学金新政后高校“第二类贫困生”的心

理错位及调适研究 
王芝华 长沙理工大学 0.5 

68 专升本院校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教育研究 周小李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0.5 

69 网络心理咨询与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张永红 
株洲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0.5 

70 大学生网络商业行为的失范和引导机制 许俊卿 中山大学 0.5 

71 “二次成长”：华裔学生来华留学的文化适应 文  峰 暨南大学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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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72 全球化背景下大学生价值认同研究 罗品超 华南师范大学 0.5 

73 高校大学生特殊群体的教育引导研究 林佩云 华南农业大学 0.5 

74 高校辅导员管理行为研究 张林茂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0.5 

75 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影响高校稳定的实证研究 罗  迪 广州大学 0.5 

76 和谐社会语境下高校辅导员柔性管理机制研究 蒋丽琳 广西师范大学 0.5 

77 
西部高校艺术类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调查分析研

究 
汪东升 四川大学 0.5 

78 高校学生工作中学生主体性作用的研究与思考 龚  漪 电子科技大学 0.5 

79 思想政治教育的语言学视野 何  理 川北医学院 0.5 

80 基于胜任力的高校学生干部选拔培养研究 杨群华 重庆大学 0.5 

81 免费教育师范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探索与研究 孙楚航 西南大学 0.5 

82 对话：一种大学生管理新方法 安世遨 贵州大学 0.5 

83 多校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体育体系建设 李顺洪 云南大学 0.5 

84 生命教育在大学的探索 张  楠 西安交通大学 0.5 

85 免费师范生师德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辛  田 陕西师范大学 0.5 

86 高校学生党员“保先”教育长效机制探索研究 吴建新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0.5 

87 思维假定视阈中的辅导员与学生和谐交谈 武永江 长安大学 0.5 

88 高校问题学生帮扶方案研究 代全顺 兰州大学 0.5 

89 甘肃高校地震重灾区学生援助机制研究 巨生良 西北师范大学 0.5 

90 青藏高原新生入学教育策略研究 雷梅莉 青海师范大学 0.5 

91 西北地区民族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 尤当周 青海民族学院 0.5 

92 
高校辅导员在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教育中的作

用 

吐尔逊

托合

提·阿塔

吾拉 

新疆大学 0.5 

93 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学生就业问题研究 王志刚 塔里木大学 0.5 

合    计 46.5 

经费总计 188.5 万，一期拨款总计 148.5 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