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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山西省委办公室文件 
 

晋团办发〔2024〕3 号 

 

 

关于公布 2023 年度山西省青少年 

工作研究立项课题的通知  

 

各团市委，各市少工委，省直、国防、国资委、金融、综改示范

区、省税务系统、省非公经济和社会组织团（工）委，各省属院

校团委，省军区政治工作局，武警山西总队政治部组织处，各驻

晋单位团（工）委： 

按照《关于申报 2023 年度山西省青少年工作研究课题的通

知》（晋团联发〔2023〕 25 号）要求，经过立项评审，确定立

项课题 211 个，其中高校 92 个，各地市 119 个，现予以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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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课题负责人要按照国家科研有关规定开展研究，坚持正确

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牢固树立问题意识、创新意识、实践意

识，立足学术前沿，突出研究重点，弘扬优良学风，恪守学术规

范，保证学术质量；要接受课题评审单位的项目管理，按时递交

最终研究成果材料，不得无故拖延结项时间。课题组成员原则上

不得变更。各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要切实履行好管理职责。 

具体要求如下： 

1.各立项课题负责人务于 2024 年 3 月 10 日前提交纸质版申

请书（一式两份），当面报送或邮寄均可，过期未提交的或提交

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不予结项。 

2.中小学立项申请书加盖所在单位公章和上级单位（上级团

委、少工委或教育局）公章，高校立项申请书加盖所在单位科研

管理部门公章和所在单位公章，其他单位加盖所在单位公章。 

3.立项申请书 A3 纸打印，中线装订，不得单面印制。 

4.立项申请书按立项负责人所在单位统一提交，单位提交申

请书要统一装在纸质档案袋中，封面标注单位和份数。  

5.结项时间为 2024 年 6 月 30 日，课题管理办法、结项具体

要求及结项报告书范例请关注山西省团校微信公众号查看。 

6.立项课题负责人请扫下列二维码入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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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组二维码           地市组二维码 

 

联 系 人：赵慧慧  陈  琳 

联系电话：0351-4239063  

    邮寄地址：山西省太原市青年路 8 号共青团山西省委东楼

210 

    邮    编：030000 

 

附件：2023 年度山西省青少年工作研究课题立项名单   

          

 

 

                         共青团山西省委办公室 

                             2024 年 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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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3 年度山西省青少年工作研究课题立项名单（高校）

序号 
课题   

负责人 
所在单位 课题名称 课题编号 

1 王  瑾 中北大学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团背景下山西高

校团员队伍建设研究 
JT2023D01

2 王秋惠 中北大学 
新时代家校协同育人视域下构建

“1+3”心理育人实践新机制 
JT2023D02

3 耿怡雪 中北大学 
大学生婚恋观教育研究——基于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 
JT2023D03

4 白  洁 山西农业大学 
基于数字技术背景下新时代高校青

少年红色资源育人研究——以山西

农业大学为例 
JT2023D04

5 郝兴雅 山西师范大学 关于到村工作大学生的培育路径研究 JT2023D05

6 马红梅 山西医科大学 中华体育精神融入学校思政课研究 JT2023D06

7 任  敏 山西医科大学 
数字时代以精准思维推进大学生文

化认同的实践进路研究 
JT2023D07

8 宗苏秋 山西医科大学 
浅谈网络文化视域下社会工作介入

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 
JT2023D08

9 田璐敏 山西医科大学 新时代女大学生婚恋观的调查研究 JT2023D09

10 周丽霞 山西医科大学 
山西省大学生婚恋观教育调查分析

研究 
JT2023D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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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任亚楠 山西医科大学 
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话语

创新路径研究 
JT2023D11

12 周童童 太原师范学院 
司法大数据视角下大学生涉“帮信

罪”的现状、特点与对策 
JT2023D12

13 相禹丞 太原师范学院 
积极心理学视域下高校心理育人工

作研究 
JT2023D13

14 周  颖 山西传媒学院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大学生创新创

业孵化基地建设路径研究 
JT2023D14

15 王志辉 山西传媒学院 
革命博物馆的虚拟展示对青少年文

化认同的影响 
JT2023D15

16 王  捷 山西传媒学院 
红色文化资源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中的作用研究 
JT2023D16

17 关  林 
山西中医药大

学 
在高等教育院校中建立青年创新创

业项目孵化基地建设的研究 
JT2023D17

18 陈楚珺 
山西中医药大

学 
数字时代中医药高校应对舆情危机

团队的培育研究 
JT2023D18

19 白  珺 
山西中医药大

学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新征程团员队伍

建设研究 
JT2023D19

20 马  敏 
山西中医药大

学 
青少年精神素养培育研究 JT2023D20

21 孙  丽 
山西中医药大

学 
积极心理学视域下新时代高校大学

生婚恋观教育调研与实施策略研究 
JT2023D21

22 花  磊 山西科技学院 
高校共青团学生会组织氛围对大学

生领导力影响研究——以山西科技

学院为例 
JT2023D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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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王  瑞 山西科技学院 
山西红色文化融入晋地高校青年马

克思主义者培养研究 
JT2023D23

24 刘仲强 山西工商学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类社团对高校思

政教育工作的促进作用研究 
——以山西工商学院国学社为例 

JT2023D24

25 张  莉 山西大同大学 
数字时代大学生地方红色文化认同

的培育路径研究——以山西省为例 
JT2023D25

26 孙凤舞 山西大同大学 
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路径探析

——根植于志愿服务的真实情景中 
JT2023D26

27 王  敏 山西大同大学 
基于“十大育人”体系构建医学生学

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研究与

探索 
JT2023D27

28 施锦瑞 山西大同大学 
十大育人体系下大学生劳动教育路

径研究 
JT2023D28

29 石亚琼 山西大同大学 
山西文化认同视域下地区高校志愿

服务精神“树状”培育研究 
JT2023D29

30 陈长江 山西大同大学 
乡村振兴背景下山西省大学生就业

预期与人才培养策略研究 
JT2023D30

31 赵霞霞 运城学院 
新时代推进大中小学劳动教育一体

化建设研究 
JT2023D31

32 张俊霞 运城学院 
山西青年人才党支部助力乡村振兴

路径研究 
JT2023D32

33 王维娜 运城学院 
音乐治疗对中小学校教师心理健康

的积极作用及实施办法 
JT2023D33

34 仝红发 运城学院 
中小学课后体育活动家校社联动机

制与实践路径研究 
JT2023D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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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张琳洁 运城学院 
退役大学生士兵政治认同引领策略

研究 
JT2023D35

36 王冬慧 运城学院 
青少年校园体育伤害风险管理与法

律规制 
JT2023D36

37 张  晶 运城学院 
基于五育融合理念的传统文化研学

旅行基地设计实践研究 
JT2023D37

38 张丽锋 长治学院 
长治红色碑刻文化与青少年核心素

养养成 
JT2023D38

39 刘  芳 长治学院 当代大学生婚恋观现状及培育研究 JT2023D39

40 杨  芳 长治学院 团干部教育培训教学方法研究 JT2023D40

41 刘改莲 长治学院 
培养“新时代好青年”：青年榜样故事

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路径研究 
JT2023D41

42 赵丽佳 
山西晋中理工

学院 
高校德育素质评价体系的建构    
——以山西晋中理工学院为例 

JT2023D42

43 李  静 
山西晋中理工

学院 

大学生婚恋观现状、影响因素及教育

策略研究——基于山西高校学生婚

恋观的研究 
JT2023D43

44 段凡华 
山西晋中理工

学院 
乡村振兴中高校财会专业青年人才

培养路径研究 
JT2023D44

45 宁  宁 晋中学院 
“00 后”大学生婚恋观教育研究 

——以山西三所高校为例 
JT2023D45

46 梁起峰 晋中学院 
数字时代加强高校团员青年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路径探究 
JT2023D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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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梁  潇 晋中学院 数字时代青少年的文化认同研究 JT2023D47

48 黄昭杰 晋中学院 
课程思政视域下大学生红色研学实

现路径研究 
JT2023D48

49 闫美灵 晋中学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

政课路径研究 
JT2023D49

50 张  琪 晋中学院 
将婚恋观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路径研究 
JT2023D50

51 任银梅 晋中学院 
新媒体时代大学生主流文化认同教

育优化路径探析 
JT2023D51

52 赵  丽 晋中学院 互联网时代大学生网络安全教育研究 JT2023D52

53 王海妮 晋中学院 
山西红色革命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

路径探讨 
JT2023D53

54 郭  进 晋中信息学院 
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生社团工作体系

研究 
JT2023D54

55 戴国宝 山西能源学院 
山西省青年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建设

绩效评价研究 
JT2023D55

56 杨晓玉 山西警察学院 
从历年 B 站年度弹幕探析青年亚文

化中的解构与建构 
JT2023D56

57 苗文远 山西警察学院 
青年学警忠诚教育的价值意蕴及实

践方略研究 
JT2023D57

58 魏宇翔 山西警察学院 
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警校大学生校

园适应性研究 
JT2023D58

59 高延飞 山西警察学院 
生命价值观对青年积极心理品质的

影响研究 
JT2023D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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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李  丽 山西警察学院 长治市青少年犯罪现状调研报告 JT2023D60

61 陈云云 山西警察学院 
数字化背景下大学生精神素养提升

路径研究 
JT2023D61

62 李晋毅 山西警察学院 
警院青年精神素养培育——公安专

业教育课程思政创新与实践路径研

究 
JT2023D62

63 陈焰蓉 山西警察学院 

 返乡“青”不怯、兴业“年”更丰 
——乡村振兴背景下返乡大学生投

身吕梁湫水柏林苑新移民社区建设

调查研究 

JT2023D63

64 马晓敏 
山西工程职业

学院 
网络泛娱乐主义对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JT2023D64

65 张志坚 
山西工程职业

学院 
具身认知视域下山西优秀传统文化

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研究 
JT2023D65

66 赵  典 
山西金融职业

学院 
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建构研究 JT2023D66

67 韩  峰 
山西金融职业

学院 

探索基于资源-服务-文化三维体系对

建设高职院校创新创业孵化基地的

影响研究 
JT2023D67

68 刘  捷 
山西经济管理

干部学院 
青春健康教育体系下高职学生婚恋

观培育的路径与机制研究 
JT2023D68

69 袁高鹏 
山西青年职业  

学院 
新业态从业青年生活现状研究 JT2023D69

70 梁  涛 
山西青年职业

学院 

新时代团干部教育培训教学方法研

究——基于 2023年山西团省委“送培

训下基层”的实践探索 
JT2023D70

71 韦  韦 
山西水利职业

技术学院 
新时代高职党团活动育人价值实践

研究 
JT2023D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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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段媛媛 
山西水利职业

技术学院 
“五育+心育”融通视域下的山西高职

院校青年精神素养培育研究 
JT2023D72

73 田  凤 
山西林业职业

技术学院 
“双创”视角下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

指导课程的实践研究 
JT2023D73

74 李  宏 
 山西林业职

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高职大学生正确婚恋观培育

研究 
JT2023D74

75 孙  妮 
山西林业职业

技术学院 
新时代高职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认同研究 
JT2023D75

76 杨慧敏 
山西林业职业

技术学院 
积极心理学视域下高职共青团干部

队伍建设路径研究 
JT2023D76

77 贾军生 
山西林业职业

技术学院 
辅导员德育育人实践模式研究 JT2023D77

78 王  卿 
太原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山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青少年美

育的实践研究 
JT2023D78

79 宰  婷 
太原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扶志-扶智”视域下高职辅导员资助

育人实践模式探索 
JT2023D79

80 浦莉娟 
太原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山西省高校气排球课程开展的可行

性分析 
JT2023D80

81 侯可欣 
太原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山西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英语口

语课程的 OBE 教学模式的应用研究 
JT2023D81

82 武蕾蕾 
太原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山西红色舞蹈融入高校思政课研究 JT2023D82

83 孟  旭 
太原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

政课程策略 
JT2023D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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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李艳梅 
太原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山西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

建设策略 
JT2023D84

85 曳玲玲 
大同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 
基于协同理论的高职高专辅导员育

人实践模式研究 
JT2023D85

86 白景璐 
大同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 

数字时代高职院校学生优秀传统文

化认同路径探索——以大同非物质

文化遗产为例 
JT2023D86

87 宋  欢 
大同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 
数字化语境下翻译实践对于增强青

少年文化认同的路径研究 
JT2023D87

88 张雪明 
山西省经贸 

学校 

实证视角下新时代全面加强和改进

中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研究  
——以山西省经贸学校为例 

JT2023D88

89 张成元 
山西省司法学

校 
德法兼修视域下中职学校“习近平法

治思想概论”课程创新实践路径研究 
JT2023D89

90 毛跃龙 
共青团五台县

委员会 
县域共青团改革下团的组织力现状

及对策研究——以五台县为例 
JT2023D90

91 戎  燕 

太原市儿童福

利院（太原孤

残儿童特殊教

育学校、太原

市社会福利

院） 

依托本土红色资源推进福利院特教

学校红色教育研学实践活动的研究 
JT2023D91

92 赵慧慧 
共青团山西省

委团校 
高校共青团思想政治引领内容设计

探析 
JT2023D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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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山西省青少年工作研究课题立项名单（地市）

序号 
课题   

负责人 
所在单位 课题名称 课题编号 

1 张慧兰 
太原市尖草坪区

恒大御景湾实验

小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融入学

校思政课研究 
JT2023S01

2 贺月芬 
太原市尖草坪区

兴华街第二小学

校 

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曼陀罗

绘画的应用研究 
JT2023S02

3 李  慧 
太原市迎泽区迎

泽街小学校 
开展少先队综合实践活动提高

小学生个性社会化策略研究 
JT2023S03

4 王巧萍 
太原市小店区晋

阳街小学校   

新时代下基于区域特色的小学

劳动教育校本课程创设与实践

研究——以晋阳街小学为例   
JT2023S04

5 兰进徐 
太原市第三实验

中学校 
新时代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的“以小见大”策略研究 
JT2023S05

6 李晓光 
太原市第四十八

中学  
高中班主任如何与学生高效沟通 JT2023S06

7 任佳钰 
 太原市第三十八

中学校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融入学校

思政课研究 
JT2023S07

8 侯爱萍 
太原市迎泽区教

育局 
少先队活动课中青少年精神素

养培育的实践研究 
JT2023S08

9 孟海蓉 
太原市小店区教

育局 
少先队组织教育的独特功能如

何在德育中具体体现 
JT2023S09

10 韩  乐 阳曲县教育局 
以人为本视域下中小学劳动教

育实践研究 
JT2023S10

11 任梅霞 
 阳曲县凌井店乡

凌井店小学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融入学

校思政课研究 
JT2023S11

12 王宝民 
大同市云州区城

镇第二小学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融入学

校思政课研究 
JT2023S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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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刘海利 大同市实验中学 青少年精神素养培育研究 JT2023S13

14 苏  琛 大同市实验中学 初中阶段劳动教育实践模式研究 JT2023S14

15 刘泽宇 
大同市第二中学

校 

双轮驱动，三项并行 
——“双减”背景下基于核心素

养的初中劳动教育实践探究 
JT2023S15

16 赵瑜琦 
大同市第三中学

校 

高中班主任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的现状与改进策略研究 
——以大同市市直中学为例 

JT2023S16

17 陈  智 大同六中集团校 
 积极心理学指导下的 “一二三

一”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机

制的构建 
JT2023S17

18 李玉杰 
大同市第八中学

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融入学

校思政课研究 
JT2023S18

19 李俊莲 
 大同市第十中学

校 
班主任育人实践模式研究  JT2023S19

20 刘  蔚 
大同市第十三中

学校 
“双减”背景下劳动教育与中学

全学科融合的研究与实践 
JT2023S20

21 贺  玉 
大同市煤矿第一

中学校 
新课程背景下学科教学在研究

性学习中的渗透研究 
JT2023S21

22 燕秀秀 
大同市煤矿第一

中学校 
新时代党史教育对青少年精神

素养培育的有效路径 
JT2023S22

23 金  鹏 
大同市煤矿第一

中学校 
劳动教育融入高中历史教学的

对策研究 
JT2023S23

24 乔晶瑾 
大同市煤矿第一

中学校 
“双减”背景下中学生校内德育

评价的实践研究 
JT2023S24

25 张永斌 河曲县中学校 数字时代青少年的文化认同研究 JT2023S25

26 敖岩岩 河曲县中学校 
高中生德育素质评价优化对策

研究 
——以河曲县中学校为例 

JT2023S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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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郝  珺 
平定县教育科技

局 
县域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工作

研究 
JT2023S27

28 岳华杰 
阳泉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附属学校 

基于小学教育管理中课间活动

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项目的整

合与探究 
JT2023S28

29 田凯心 
平定县冠山联校

南坳明德小学 
农村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研究 JT2023S29

30 翟梓杏 
平定县冠山联校

南坳明德小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小学思

政课的路径探讨 
JT2023S30

31 梁瑞红 
平定县冠山联校

西锁簧学校 
农村小学少先队员光荣感现状

调查及提升方法与路径研究 
JT2023S31

32 王永红 
平定县冠山联校

王家庄学校 
班主任育人实践模式研究 JT2023S32

33 王金莲 平定县东回联校 
农村小学留守儿童的自信力培

养策略研究 
JT2023S33

34 苍洪志 
平定县娘子关联

校 
农村学校小学生健康心理培养

的有效策略 
JT2023S34

35 苏  毅 
平定县第一中学

校 

劳动教育实践“学做互通”样态

构建研究——以阳泉市平定县

第一中学校实践为例 
JT2023S35

36 张  政 
平定县第二中学

校 
奖惩制度下高中班级管理探究

新思路 
JT2023S36

37 刘兰娟 
平定县第二中学

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实践

研究 
——以社团活动为载体 

JT2023S37

38 裴玉凤 
平定县第二中学

校 
高中共青团常态化开展理想信

念教育的策略研究 
JT2023S38

39 左金红 
平定县第二中学

校 
高中社团实践活动对促进学生

心理健康的研究 
JT2023S39

40 郝怀庆 
平定县城关初级

中学校 
基于城乡结合区域初中学校家

校社协同育人途径的研究 
JT2023S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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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王海珍 
孝义市安居街小

学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融入学

校思政课研究 
JT2023S41

42 刘享芝 
孝义市安居街小

学校 
探究班主任“CDE”策略提高小

学低段学生学习效率 
JT2023S42

43 王效佳 
孝义市安居街小

学校 
探究创建班本化特色劳动课程，

打造学校教育特色品牌 
JT2023S43

44 张慧琴 
孝义市崇文街小

学 
小学劳动教育生活化实践探究 JT2023S44

45 李永才 
孝义市崇文街小

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融入学

校思政课研究 
JT2023S45

46 王红艳 
孝义市中和路小

学 
“双减”背景下地域文化融入小

学劳动教育研究 
JT2023S46

47 康竹辛 
孝义市中和路小

学 
身心合一的小学劳动教育实践

活动实施研究 
JT2023S47

48 程小丽 
孝义市中和路小

学 
构建基于学生全面发展的小学

德育评价体系的实践研究 
JT2023S48

49 赵秀云 
孝义市中和路小

学 

基于少先队改革视角的新任少

先队辅导员“四型三结合”培养

模式实践研究 
JT2023S49

50 田艳婷 
孝义市中和路小

学 
新时代中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

经验、机制研究 
JT2023S50

51 樊雅娟 孝义市金晖小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低学段

学生思政课程的有效路径研究 
JT2023S51

52 赵宏莲 孝义市金晖小学 小学生研学实践评价体系研究 JT2023S52

53 任晓娟 孝义市金晖小学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学生发展性

评价之学生成长档案袋实施策

略研究 
JT2023S53

54 冯济川 
孝义市青年路小

学校 
双减背景下小学研学实践校本

化课程体系建设探究 
JT2023S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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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张文艳 
孝义市青年路小

学校 
新时代中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

经验、机制研究 
JT2023S55

56 任  红 
孝义市府东街小

学 
“五育”融合视域下小学班主任

“1245”育人实践模式研究 
JT2023S56

57 温小燕 
孝义市府东街小

学 
单亲家庭儿童抗逆力提升的策

略研究 
JT2023S57

58 褚卓君 孝义市崇德学校 
分批入队增强少先队员光荣感

机制和实施路径研究 
JT2023S58

59 张树柏 孝义市崇德学校 
“三全育人”理念下的家校协同

育人实践研究 
JT2023S59

60 赵  阳 
孝义市湖滨路小

学 
分批入队增强少先队员光荣感

机制和实施路径研究 
JT2023S60

61 霍艳芝 
孝义市振兴街小

学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小学

校思想政治教学的研究 
JT2023S61

62 张小燕 
孝义市振兴东街

小学 
新时代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经

验、机制研究 
JT2023S62

63 张丽霞 
孝义市第六中学

校 
初中家长会组织与开展实践的

研究 
JT2023S63

64 黄金龙 
孝义市第六中学

校 
核心素养背景下依托劳动教育

课提升班级凝聚力的研究 
JT2023S64

65 闫  杰 孝义市第八中学 
以整本书阅读为载体深化家校

协同育人机制研究 
JT2023S65

66 付一爱 孝义市第九中学 
家校共育视角下初中特殊家庭

子女心理健康教育问题及对策

研究 
JT2023S66

67 王建兵 孝义市第九中学 
山西优秀传统文化在青少年五

育融合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JT2023S67

68 姚建美 
孝义市第十一中

学 
新时代少先队红色教育品牌化

研究 
JT2023S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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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郝志玲 
孝义市第十三中

学 
中小学研学实践现状分析和实

施策略研究 
JT2023S69

70 孟晓雨 
汾阳市栗家庄镇

张家堡中心小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边远山

区小学德育中的研究 
JT2023S70

71 丁海溶 汾阳市南门小学 
小学美术教学中的文化传承与

当代价值观培养的融合研究 
JT2023S71

72 韩海峰 
汾阳市府学街小

学 
情境式思政课程设计对中小学

生品格培育的影响 
JT2023S72

73 罗冬琴 留誉镇中心校 
协同育人视域下小学劳动教育

的路径探索——基于L县的调查

分析 
JT2023S73

74 郭艳珍 
晋中市太谷区实

验小学校 
基于“一体化”体系下小学思政

课改革创新研究 
JT2023S74

75 任秀全 
太谷师范附属小

学 

小学生心理健康现状与对策研

究——以晋中市太谷区城镇小

学为例 
JT2023S75

76 王  翼 
晋中市太谷区侯

城乡侯城学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融入学

校思政课实践研究 
JT2023S76

77 朱志杰 
山西省太谷中学

校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新征程团员

队伍建设研究 
JT2023S77

78 杨金枝 
山西省太谷中学

校 
山西地方特色资源融入高中思

政课研究 
JT2023S78

79 王志红 
晋中市太谷区实

验中学 
学生六大部门自主管理促进学

校文化建设的实践研究 
JT2023S79

80 张新丽 
晋中市太谷区实

验中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融入学

校思政课研究 
JT2023S80

81 李苏菊 
晋中市太谷区实

验中学 
数字时代青少年的文化认同研究 JT2023S81

82 乔文章 
晋中市太谷区第

二中学校 
班主任育人实践模式研究 JT2023S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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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闫  海 
晋中市太谷区第

二中学校 
高中班主任育人实践模式研究  JT2023S83

84 渠  然 
晋中市太谷区第

二中学校 
高中班主任对中等学生育人素

养实践模式的研究 
JT2023S84

85 要瑞萍 
晋中市太谷区明

星镇中学校 
“爱是一种信仰”班级育人实践

模式探究 
JT2023S85

86 董  健 
晋中市经纬中学

校 
深化初高中思政作业改革创新

研究 
JT2023S86

87 崔瑞丽 山西省金谷中学 
大思政视域下高中教学模式改

革创新研究 
JT2023S87

88 张燕丽 
晋中市中小学生

综合实践学校 
研学实践中校内外协同教育的

实践与探索 
JT2023S88

89 菅文浩 
晋中市中小学生

综合实践学校 
中小学劳动教育课程建设与实

施的实践探索 
JT2023S89

90 邢晓玲 
晋中市太谷区职

业中学校 
中职学校劳动教育创新实践研究 JT2023S90

91 王晓英 
晋中市太谷区职

业中学校 
中职班主任育人实践模式研究 JT2023S91

92 王慧敏 平遥县实验小学 
构建德育新台历德育实施途径

研究  
JT2023S92

93 薛晓丽 
平遥县古陶镇西

关小学校 
深化中小学思政课改革创新研究 JT2023S93

94 庞  涛 
平遥县古陶镇东

关小学校 
中小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研究 JT2023S94

95 李小霞 
平遥县古陶镇东

关小学校 
新时代中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

经验机制研究 
JT2023S95

96 宋志贤 
平遥县汇济小学

校 
班主任育人实践模式研究 JT2023S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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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孔庆腾 
平遥县襄垣乡中

心校 
小学有效班级管理的策略研究 JT2023S97

98 耿慧敏 
平遥县特殊教育

中心学校 

特殊教育学校班主任“以活动启

智润德育能促发展”育人实践模

式研究   
JT2023S98

99 任万昌 
平遥县实验初级

中学校 

基于乡土文化的研学实践研究

——以探寻平遥古城“晋商文

化”为例  
JT2023S99

100 刘京琼 
平遥县实验初级

中学校 
核心素养视域下初中班主任育

人实践模式研究 
JT2023S10

0 

101 乔萍英 
  平遥县古陶镇

第一初级中学校 
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研究 

JT2023S10
1 

102 张  瑜 
平遥县卜宜乡第

一初级中学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融入学

校思政课研究 
JT2023S10

2 

103 雷翠萍 
平遥县香乐乡第

二初级中学校 
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初中

教学的研究 
JT2023S10

3 

104 冀惠艳 
平遥县香乐乡第

二初级中学校 
乡镇初中生乡土文化的消失与

精神困境突围研究 
JT2023S10

4 

105 刘玉芳 
平遥县洪善镇第

二初级中学校 
德育评价对初中班级管理的积

极导向作用研究 
JT2023S10

5 

106 郑继凤 
平遥现代工程技

术学校 
班主任育人实践模式研究 

JT2023S10
6 

107 孔庆生 
平遥现代工程技

术学校 
核心素养下中职思想政治教育理

论课议题式教学的实践与研究 
JT2023S10

7 

108 李  静 
昔阳县第二初级

中学校 
数字时代青少年的文化认同研究 

JT2023S10
8 

109 施健忠 祁县第二小学 小学思政课大课堂教学模式研究 
JT2023S10

9 

110 王玉婷 祁县第四小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小学英

语课堂教学措施研究 
JT2023S1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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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李彩英 
长治市沁县南里

乡中心学校 
回归初心，以德育人——小学班

主任工作中的德育渗透分析 
JT2023S11

1 

112 郝燕玲 晋城市星河学校 
基于核心素养下的班级自主管

理研究 
JT2023S11

2 

113 徐小艳 
泽州县第一中学

校 

以项目式学习推动优秀传统文

化融入高中思想政治课的实践

研究 

JT2023S11
3 

114 苗广兵 
泽州县巴公镇初

级中学校 
农村初中学校活动育人实践研

究与策略 
JT2023S11

4 

115 张  丽 
泽州县周村镇中

心学校 
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的研究 
JT2023S11

5 

116 张雪玲 
高平市第一中学

校 
高中生学业自我效能与学习投

入的相关研究 
JT2023S11

6 

117 商红艳 
沁水县嘉峰镇中

心学校嘉峰小学 
“行走的思政课”——基于区域

特色的红色研学课程研究 
JT2023S11

7 

118 张小俊 
临汾市解放路学

校 
基于社会实践活动的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模式探析 
JT2023S11

8 

119 王  海 
临汾市尧都区县

底镇联合学校 

深化中小学思政课改革创新研

究——以山西省县底镇联合学

校“五个一”活动为例 

JT2023S1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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