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专项说明 

一、项目类别及资助额度 

  本次项目分为：（1）一类课题，每项资助经费原则上为 5万元，研究周期为

2年；（2）二类课题，每项资助经费原则上为 2万元，研究周期为 1年；（3）辅

导员骨干专项课题，每项资助经费原则上为 1 万元，研究周期为 1年。 

  一类、二类课题可根据课题指南提出的重点研究方向申报，也可在符合课题

立项宗旨前提下，结合实际自拟题目，并在课题名称后用括号注明所依托重点研

究方向的序号。 

  辅导员骨干专项课题由高校专职辅导员（指在院系一线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的在编在岗人员，包括院系党总支副书记、学工组长、团总支书记等）

自拟题目申报。课题应立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际问题设计研究题目，

切忌空泛。 

  二、课题指南 

一类课题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入大学生核心素养体系研究 

2．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现路径和工作机制研究 

3．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监测平台建设研究 

4．辅导员队伍建设科学化问题研究 

5．高校心理健康预防体系建设研究 

6．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提升问题研究 

7．建立健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研究 

8．高校宣传思想工作评价体系研究 

9．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研究 

10．民办高校基层党建工作机制研究 

11．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研究 

12．高校反恐防范工作研究 

13．高校技防建设研究 



14．网络舆情管理体系建设研究 

15．网络文化传播规律及机制研究 

16．优秀网络文化成果认定机制研究 

17．网络文化的育人功能研究 

二类课题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文明校园创建活动研究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教育研究 

3．以文化人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实践中的运用研究 

4．利用新媒体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 

5．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有效形式与长效机制研究 

6．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7．大学生思想变化特点和规律研究 

8．大学生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养成研究 

9．大学生诚信教育体系建设研究 

10．大学生心理危机防范和快速反应机制研究 

11．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方法与路径研究 

12．学生工作精品项目培育建设研究 

13．高校党团与班级建设创新研究 

14．高校辅导员准入、培养、考核、发展机制研究 

15．高校辅导员培训核心课程体系建设研究 

16．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提升路径与方法研究 

17．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载体和平台建设研究 

18．高校实践育人制度化科学化常态化机制研究 

19．大学生志愿服务工作体系、评价体系和保障体系研究 

20．大学生先进典型培育、发掘、宣传机制研究 



21．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校综合改革中的作用发挥研究 

22．应用信息技术手段加强学生教育管理的方法和路径研究 

23．专业教师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协同育人机制研究 

24．多学科视野下以文化人的机理与机制研究 

25．跨学科视野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6．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整体性协同性研究 

27．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创新研究 

28．大学生职业发展和创业就业中的思想引导研究 

29．大学生就业价值取向变化特点及引导研究 

30．高校学生社团管理模式创新研究 

31．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成果转化及应用研究 

32．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管理研究 

33．社会热点问题对高校学生思想的影响及应对研究 

34．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 

35．高校党委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实施途径和工作机制研究 

36．高校院系党组织作用发挥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37．高校基层党支部政治功能研究 

38．民办高校党组织参与重大决策、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研究 

39．民办高校学生党员发展质量研究 

40．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研究 

41．高校基层党组织党内生活规范化研究 

42．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研究 

43．高校教师党建质量标准研究 

44．高校统战工作队伍能力建设研究 

45．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传承与借鉴研究 



46．高校政治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标准研究 

47．高校政治安全形势研判机制研究 

48．高校校园交通安全管理研究 

49．高校安全保卫机构工作职能研究 

50．高校与境外非政府组织合作管理研究 

51．高校涉宗教管理工作研究 

52．高校学生国家安全教育课程体系研究 

53．港台高校学生思想状况及对大陆学生影响研究 

54．高校网络文化建设工作队伍动力机制研究 

55．高校突发事件处置中网络舆情引导和管理机制研究 

56．校园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研究 

57．高校网络安全教育体系建设研究 

58．高校网络文明教育体系建设研究 

59．高校网络文化社团建设规律研究 

60．新媒体环境下网络文化产品特征分析 

61．网络语言的特征及发展规律研究 

62．校园网络平台建设创新机制研究 

63．高校外文网站建设研究 

64．大数据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法律与伦理问题研究 

三、申报限额及其他要求 

  1.我校最多申报每类课题的 2个项目；教育部高校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可

单独申报 1项。 

2.申报辅导员骨干专项课题的高校专职辅导员在填写《申请评审书》“申请

者本人近三年来主要研究成果”栏时，请同时填写个人工作实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