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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江 省 高 职 院 校 党 建 研 究 会 
浙江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高职分会 

 

浙高职党研〔2015〕19号 

 

关于公布 2015年年会论文评选结果的通知 

 

各会员学校： 

为探索新时期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理论、新方

法和新途径，推动各高职院校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各

会员学校围绕《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 2015 年度课题研究方

向》（浙高职党研〔2015〕3 号），结合我省党建和思政工

作实际，认真做好组织推荐工作。年会共收到参评论文 134

篇，经研究会学术委员会认真评审，评出优秀论文 66 篇，

占选送论文总数的 49 %。其中一等奖 3 名，二等奖 26 名，

三等奖 37 名（获奖优秀论文详见附件）。建议各校能对本

校的优秀论文获奖者参照一等奖 800 元、二等奖 500 元、三

等奖 300 元的标准予以奖励。 

希各会员学校在新的一年里继续组织好党建、思政论文

的撰写工作，争取多出精品，出好成果，进一步推动我省高

职党建和思政教育工作再上新台阶。 

 

附件：2015年年会获奖论文 

 

2015 年 11 月 23日 

http://218.108.81.184/djxb/doc/20101210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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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5 年年会获奖论文 

一等奖（3篇）： 
序

号 
论文题目 学  校 作 者 

1 中国梦的历史唯物主义解析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鲁明川 

2 
加强文化自觉 重视抗战史教育的“有效”引

导——兼谈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的侧重点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张国艳 

3 
基于大学生职业素养提升的高职校园文化建

设路径研究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潘秀秀 

 

二等奖（26 篇）： 
序

号 
论文题目 学  校 作 者 

1 
协商民主视野下政协民主监督在国家权力制

约和监督体系中的定位和作用研究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时伟 

2 
基于志愿服务的大学生党员实践教育创新思

考与探索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曹慧群 

毛近菲 

3 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若干问题研究 浙江医学高等专科学院 胡祖凤 

4 
高职院校学生社区党建工作机制创新思考—

—以湖州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刘青春 

5 论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的时代价值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杨小明 

祝成生 

6 
新常态视野下坚持与完善高校党委领导下校

长负责制的理性审视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左雪松 

贺文华 

7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伦理解读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刘笑菊 

8 
自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及其创

新策略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吴艳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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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论文题目 学  校 作 者 

9 
当代大学生的精神症候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使

命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俞晓婷 

10 
高职院校《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课程教学改革的理念创新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王蓓 

11 
多元文化背景下高职大学生宗教信仰调查及

对策研究——以湖州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吴旭丹 

12 
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探析地方高校学生利益

诉求机制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卢志米 

13 论高职院校思政课堂“学习共同体”的构建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朱正平 

14 
牢牢把握民办高校意识形态主导权——兼论

高校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 
许华春 

15 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哲学基础及实现路径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顾旭明 

16 论高校辅导员"典型事迹"的"非典型现象"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李款 

叶剑强 

17 
基于新媒体环境下的“小组演讲”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方法探索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

健康职业学院 
吕青云 

18 “筑鹰计划”助力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 杨超 

19 制度育德的内涵与扩展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何杨勇 

20 
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实现路径探究——基于

宁波市高校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定量分析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戴观波 

徐咪咪 

21 
人文教育视域下新型高职院校班集体建设研

究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张丹 

22 
以校园文化品牌为依托的学生情商提升路径

探析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马行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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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论文题目 学  校 作 者 

23 
高职院校学生学习性投入的评价方式实证研

究——基于 NSSE-CHINA 工具的应用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朱颖 

24 非遗文化进校园“传承人+X”模式的高职实践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曾剑 

叶剑强 

高春娟 

25 政治“新常态”下思想政治教育的适应性创新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胡洪彬 

26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文化建设理论的演进及其

特征——基于党代会报告的文本分析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国宏 

 

三等奖（37 篇）： 
序

号 
论文题目 学  校 作 者 

1 

基于智能移动终端的“微党课”学习平台的构

建——以浙江省某高职院校“红色领航”学习

平台为例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李金磊 

2 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发展质量保障机制研究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陈静泓 

邵锦平 

杜政 

3 高职院校基层党组织服务机制探索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陈姝静 

4 
高职院校党建工作的探索与思考——以浙江

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城建系党总支为例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左玮玮 

5 
微信“小”平台  助推大党建——从传播学角

度解构微信在党建工作中的应用方法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刘慧 

王芳 

6 

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视角下增强学生党员服务

能力的一种路径——以湖州职院机电学院“阳

光服务站”模式为例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周桂林 

7 
构建高职院校大学生党员发展质量体系的研

究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韩萍 

8 组织系统视角下的高职院校章程理念研究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董宁然 

陈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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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论文题目 学  校 作 者 

9 论高校廉洁文化的价值地位、内涵与特征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小文 

10 
以人为本：层次性教育在高校廉洁教育中的理

论与实践思考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甄晶 

11 
基于“文化梯度育人”理念的思政课素养教育

实践探索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王玲 

12 
融合与蜕变——自媒体时代高校网络评论员

平台建设管理新路径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俞莹莹 

项顺贵 

13 大学生的亲社会价值认同现状及培育路径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李光明 

14 
我国台湾高校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建设对大陆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明 

15 高职生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热点融合的策略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王兆婷 

16 

昂扬向上的全面小康社会要求必须上好思政

课——论高职思政理论课生态教学模式的操

作程式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徐琴 

17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高职学生职业价

值观培育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夏朝丰 

18 
高职教育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长效践行

机制研究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赵远远 

19 当代大学生理性爱国教育的考察与反思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戴韶华 

20 
2+1 培养模式下学生顶岗实习时期的思想政治

教育创新研究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姚先锋 

21 正能量信息传播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研究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韩飞 

22 
新媒体在高职学生党员理想信念教育中的应

用研究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李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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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论文题目 学  校 作 者 

23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构建刍议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王海翔 

24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观照下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改革-----基于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思

政理论课实效性调查的分析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张云飞 

25 
组织支持理论视域下的高职院校辅导员生涯

发展研究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张锦平 

26 高校思政课“三三三型”教学团队建设探索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杨卫华 

27 
利用社交理论开展高校党建思政工作的理论

研究及实践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张哲 

28 
高职院校构建“特殊学生群体闪光点”挖掘体

系的实践和思考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张伟 

29 
新媒体背景下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研究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肖明朗 

30 
基于体验式教育的卫生类高职院校仁爱文化

培育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崔雨 

31 分类培养模式下高职学生荣誉奖励制度研究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闫福华 

32 
高校志愿服务的德育功能及优化对策——以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为例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余少娜 

33 大学生党员的心理健康现状及对策研究 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 张温静 

34 
去中国化很悲哀——由习近平的重要讲话论

高职院校的民族文化教育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刘建明 

35 高校校园文化对“三商”人才培养的影响力研究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沈燕丽 

36 
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实践探析——基于高职

学生社团的视角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斯彬彬 

37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基于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承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

健康职业学院 
曹志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