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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四川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四 川 省 教 育 厅

川教工委函〔2021〕83号

中共四川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四川省教育厅

关于 2021年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研究课题立项的通知

各普通高等学校:

2021 年四川省教育厅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经组织

专家严格评审，共有 50项批准立项，其中重点课题 5项、一般

课题 45项。现将立项结果予以公布（见附件 1）。

请入选立项课题组认真组织实施项目研究，各有关学校按照

《四川省教育厅 教育部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四川）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实施管

理，按时向教育部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四川）申请结题

(见附件 2)。结题标准请按《管理办法》第十九条严格执行。

附件：1.2021年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立项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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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川省教育厅 教育部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

心（四川）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管理办法

中共四川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四川省教育厅

2021年 11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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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年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

立项一览表
姓 名 单 位 课题名称 课题类别 课题编号

陈华明 四川大学
主体协同视域下高校网络舆情管理与引导

研究
重点课题 CJWSZ21-01

张雁鸿 四川传媒学院
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式下高校网络舆情管理

和引导研究
重点课题 CJWSZ21-02

白 洁 四川旅游学院 红色文化网络育人途径研究与实践 重点课题 CJWSZ21-03

王德炎 绵阳师范学院
区域文化场馆全方位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路径研究
重点课题 CJWSZ21-04

顾鸿飞 西华大学 新时代高校网络安全教育路径研究 重点课题 CJWSZ21-05

高晓铃 成都工业学院
新时代大学生网络道德素养内容、载体及培

育机制研究
一般课题 CJWSZ21-06

杨 龙 成都大学
美好生活视域下青年学生网络行为规范引

导的策略研究
一般课题 CJWSZ21-07

孙建东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精准思政视角下高职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议程设置实践研究
一般课题 CJWSZ21-08

胡遵程 攀枝花学院
“短视频+”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困

境、变革、路径研究
一般课题 CJWSZ21-09

米华全 电子科技大学
基于网络的大学生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的融合发展机制研究
一般课题 CJWSZ21-10

贾兆帅 西南交通大学
伟大建党精神融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路

径研究
一般课题 CJWSZ21-11

唐 辉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网红”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及治理策

略研究
一般课题 CJWSZ21-12

范生根 西南医科大学
易班新双指数视域下四川网络思政现状及

对策研究
一般课题 CJWSZ21-13

付明明 川北医学院
以成果为导向的大学生网络文化作品生产

引导机制研究
一般课题 CJWSZ21-14

李文晋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大数据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研

究
一般课题 CJWSZ21-15

余胜男 成都理工大学
“微思政”视域下高校“四史”教育创新

研究
一般课题 CJWSZ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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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单 位 课题名称 课题类别 课题编号

杨 杰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高校思政类公众号“四史”宣传教育影响

力研究
一般课题 CJWSZ21-17

罗 莉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高职院校基于网络虚拟仿真教学平

台开展思政教育的创新研究
一般课题 CJWSZ21-18

刘建莉 西南医科大学 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边界守护研究 一般课题 CJWSZ21-19

孙丹阳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精准思政”视阈下高校思政课教师数据

素养提升研究
一般课题 CJWSZ21-20

张永红 宜宾学院
优秀网络文化成果在辅导员职称晋升中的

认定研究
一般课题 CJWSZ21-21

黄珊萍 四川音乐学院
艺术类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及对

策研究
一般课题 CJWSZ21-22

程晓娟 西南科技大学

虚拟仿真视域下红色精神谱系融入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多向度研究——以“两弹

一星”精神为中心

一般课题 CJWSZ21-23

刘今杰 电子科技大学
新媒体时代高校辅导员网络话语能力新提

升研究
一般课题 CJWSZ21-24

高 杨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大数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 一般课题 CJWSZ21-25

冷 军 四川农业大学 大学生网络素养教育内容、载体及机制研究 一般课题 CJWSZ21-26

张 杳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高校网络协同育人长效机制研究 一般课题 CJWSZ21-27

杨支才 成都中医药大学
网络历史虚无主义对在校大学生的影响及

对策研究
一般课题 CJWSZ21-28

张 勇 西华师范大学
新媒体时代高校辅导员网络意识形态工作

能力提升的路径研究
一般课题 CJWSZ21-29

王天泽 四川大学
高校官方微信公众号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

究——从议程设置的角度出发
一般课题 CJWSZ21-30

梁 晨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高职院校线上育人模式创新与实践

研究
一般课题 CJWSZ21-31

文胜伟 成都锦城学院
智媒体时代短视频在网络思政教育中的引

导功能和创作策略研究
一般课题 CJWSZ21-32

徐美琳 西南科技大学
基于大数据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研

究——以《形势与政策》课程为例
一般课题 CJWSZ21-33

孙 军 成都师范学院
基于校友文化建设的高校优秀校园网络文

化作品培育研究
一般课题 CJWSZ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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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单 位 课题名称 课题类别 课题编号

刘 娟 西南交通大学 大学生网络法治素养提升研究 一般课题 CJWSZ21-35

吕功才 四川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微时代打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移动载体的

实践与探索——以四川为例
一般课题 CJWSZ21-36

邓加强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高校依托网络开展思政教育的创新

研究
一般课题 CJWSZ21-37

崔淑芳 四川商务职业学院
网络背景下高职院校大学生“四史”学习

教育路径研究
一般课题 CJWSZ21-38

陶 媛 成都师范学院
四川省本科院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现

状及对策
一般课题 CJWSZ21-39

李锦韬 西南石油大学
融媒体视阈下高校网络文化育人的现状及

对策研究
一般课题 CJWSZ21-40

谭思师 内江师范学院
基于学生满意度的高校思政教育类官微评

价模型研究
一般课题 CJWSZ21-41

胡馨怡 西南石油大学
基于大数据的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精准

化研究
一般课题 CJWSZ21-42

赵崇麟 阿坝职业学院
民族地区高校网络思政教育现状及对策研

究
一般课题 CJWSZ21-43

刘 莉 达州中医药职业学院
新时代高校基于学生专业性依托公众号开

展精准网络思政教育的创新研究
一般课题 CJWSZ21-44

陈 宁 西南财经大学 大数据时代高校思政网络育人模式研究 一般课题 CJWSZ21-45

马 闯 成都理工大学
网络社会思潮环境下高校大学生政治认同

研究
一般课题 CJWSZ21-46

张邵希 四川师范大学
网络环境下开展大学生“四史”教育长效

机制研究
一般课题 CJWSZ21-47

陈柄志 西华大学 大学生网络素养教育内容、载体及机制研究 一般课题 CJWSZ21-48

余德刚 乐山师范学院 网络背景下学校意识形态安全研究 一般课题 CJWSZ21-49

杨 柳 四川文理学院
红色文化融入高校网络育人体系路径研究

—红色资源信息库的建设
一般课题 CJWSZ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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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四川省教育厅 教育部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

中心（四川）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有

效实施，促进网络育人合力形成，进一步提高我省高校网络育人

工作队伍理论研究水平与实际工作能力，依托教育部高校网络思

想政治工作中心（四川）（以下简称省网络思政中心）设立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为做好项目规范管理工作，提高课题研

究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课题管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

动研究总结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探索

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沿性、规律性问题，促进成果的转

化和应用，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质量和水平。

第三条 四川省教育厅设立课题资助经费。立项课题依照

“公开透明、公正合理、择优立项、专款专用”的原则进行资助。

课题经费的管理和使用应符合本办法及国家有关财务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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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第四条 本项目课题分为重点课题、一般课题两类。重点课

题资助经费为 5000 元，一般课题为 2000 元。课题研究以应用型

研究为主。

第五条 课题要求以团队形式开展研究，课题组成员一般不

得少于 3人；并实行课题负责人制度，课题负责人应在课题研究

中起主导作用，课题组成员应在课题研究中担任具体工作；课题

负责人只可担任本项目一项研究课题的负责人，课题组成员最多

只能同时参加两个项目的申请。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六条 四川省教育厅对课题实行统筹规划，每年向省网络

思政中心划拨课题经费，同时对经费管理和课题项目实施过程进

行指导和监督。

第七条 省网络思政中心在四川省教育厅和中心管理委员

会的领导下，负责基金管理和课题项目的具体实施工作，其主要

职责包括：

1.按年度制定课题指南；

2.组织对申报课题进行评审，评审结果报省教育厅批准，发

布课题立项公告；

3.组织课题实施情况检查、结题评审、发布结题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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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核实并下拨各课题组资助经费；

5.整理汇总课题成果，报送省教育厅，促进研究成果的推广

应用。

第八条 各高校科研管理部门在学校领导下归口负责本课

题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包括：

1.根据本《办法》制定本校网络育人专项课题研究的具体实

施办法；

2.组织本校相关教师申报课题；

3.组织课题初审、筛选、报送工作；

4.管理在研课题，对课题研究实施中期检查，协助课题结题

（验收）；

5.支持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

6.落实课题研究配套经费并按有关规定管理课题经费。

第三章 课题申报与审批

第九条 本课题的申报受理工作每年一次，受理时间以具体

通知为准。

第十条 申请资助的课题应具备以下条件：

1.目的意义明确，立论根据充足，研究技术路线合理可行；

2.研究内容有创新性，研究结果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3.有一定的研究工作基础和实践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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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课题组成员结构合理，具备深入开展课题研究的能力；

5.经费预算合理。

第十一条 课题负责人应具备以下条件：

1.四川高校在编在岗教师；

2.申报重点课题原则上要求课题负责人具备中级及以上职

称；

3.未承担本课题其他在研项目。

第十二条 鼓励组成合理的学术梯队课题组，鼓励组成跨

校、跨院（系、部）课题组，鼓励吸收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员、

优秀学生参加课题组，鼓励实践应用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与研

究成果转化推广紧密结合。

第十三条 课题的申报程序：

1.每年印发课题申报通知和课题指南；

2.课题申请人应根据本办法，按照通知规定，填写课题项目

《申报书》。在填写《申报书》中“经费预算”一栏时应按照节约

原则，编制切合实际的课题经费预算，且应说明是否已有其他经

费渠道的资助；

3. 省网络思政中心组织专家对申报课题进行评审，经综合

评审后，提出拟资助的课题及其经费预算报省教育厅审批，审批

通过后向课题申报人发出立项通知，并发布《课题立项项目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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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课题实施、验收与经费决算

第十四条 重点课题研究周期为 2年，一般课题研究周期

为 1年。课题组应在课题立项后的一个研究周期内完成课题研究

工作。

第十五条 课题实施过程中如研究方案有重大修改，课题负

责人应及时填写课题项目《重要事项变更申请表》。更改课题名

称但不更改研究内容的，由课题负责人提出书面申请，所在学校

审查，报省网络思政中心批准后，方可按新方案执行。更改课题

研究内容的，则按新申报课题办理。

第十六条 到期不能完成项目者，要求课题负责人填写课题

项目《重要事项变更申请表》，办理申请延期手续。 申请延期一

次不得超过 1年，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申请延期均不得超过 1次。

延期申请应经所在学校审查，报省网络思政中心批准后，方可生

效。

第十七条 课题因故终止，课题负责人应及时填写课题项目

《重要事项变更申请表》，由所在学校审查，报省网络思政中心

进行相应处理。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做撤项处理：

1.课题负责人不具备按原计划完成研究任务的条件和可能；

2.未经批准擅自变更课题责任人或课题名称和基本内容；

3.研究周期内未能如期完成课题任务，申请延期后仍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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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请结题评审未获通过；

5.项目成果存在学术不端行为；

6.在申请结题评审过程中违反规定弄虚作假。

凡被撤销的项目，由省网络思政中心进行公示通报，项目负

责人两年内不得再次申报。

第十九条 课题结题时应填报《结题申报书》，附研究成果

原件，经所在学校审核后报网络思政中心，由省网络思政中心组

织专家对课题进行结题鉴定，做出评审意见。原则上，重点课题

应在核心期刊（不包括扩展版）上发表论文至少 1 篇或在正式期

刊（包括中外文期刊及正式出版的会议论文集）上发表论文不少

于 2 篇；一般课题应在正式期刊上发表论文不少于 1 篇（包括中

外文期刊及正式出版的会议论文集）。研究成果须在显著位置注

明系 “四川省教育厅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项目批准号）

研究成果”资助。

第二十条 提交结题鉴定的论文或专著应为立项课题的研

究成果，并发表于国家新闻行政出版部门承认的正式期刊或由出

版部门正式出版。

第二十一条 课题负责人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财务制度规

定的开支范围使用课题经费，在各学校财务处核报。

第五章 附 则



— 12 —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5年。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四川省教育厅宣传思想与统战工作

处和省网络思政工作中心负责解释。

信息公开选项：依申请公开

中共四川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 11月 3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