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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青 团 山 西 省 委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山 西 省 少 工 委 

 
晋团联发〔2024〕5号 

 

 

关于公布 2023 年度山西省青少年 

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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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智库研究机构： 

按照《关于申报 2023 年度山西省青少年发展研究课题的通

知》（晋团联发〔2023〕26 号）要求，经过立项评审，确定立

项课题 150 个，其中社科系统、高校 126 个，各地市 24 个，现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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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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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申请书先由各单位统一向各市团委、少工委报送，

再由各市团委、少工委统一向共青团山西省委团校报送。其他单

位由所在单位团委（未设团委的单位，由科研部门或相关部门）

统一报送。单位提交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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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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高元琼  陈  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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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山西省青少年发展研究课题立项名单   

 

 

 

共青团山西省委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山西省少工委 

                             2024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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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3 年度山西省青少年发展研究课题立项名单（社科、高校）

序号 
课题   

负责人 
所在单位 课题名称 课题编号 

1 白宸如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山西省人民政府发

展研究中心） 

在青少年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研究 
JT2023E01 

2 全  尤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山西省人民政府发

展研究中心） 

数字化背景下山西青年数字素养

发展的路径研究 
JT2023E02 

3 高宇轩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山西省人民政府发

展研究中心） 
职业院校学生就业心态研究 JT2023E03 

4 焦  弘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山西省人民政府发

展研究中心） 

新形势下大学生就业心态及对策

研究 
JT2023E04 

5 谢景如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山西省人民政府发

展研究中心） 

山西传统优秀文化与青少年五育

融合教育的实践研究 
JT2023E05 

6 梁  琦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山西省人民政府发

展研究中心） 

返乡大学生投身乡村振兴情况 
调查研究 

JT2023E06 

7 李  欣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山西省人民政府发

展研究中心） 
青年发展型城市指标体系建设研究 JT2023E07 

8 李超禹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山西省人民政府发

展研究中心） 

少先队规范化仪式在农村少年儿

童中的组织归属感影响研究 
JT2023E08 

9 巩  萍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山西省人民政府发

展研究中心） 

在青少年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实现路径研究 
JT2023E09 

10 柴雨辰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山西省人民政府发

展研究中心） 
数字化背景下青年数字素养研究 JT2023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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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薛明月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山西省人民政府发

展研究中心） 
三孩政策下的青年生育意愿研究 JT2023E11 

12 王晶鑫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山西省人民政府发

展研究中心） 

二次元同人的青年亚文化研究

——以爱国主义同人为例 
JT2023E12 

13 谢彦儒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山西省人民政府发

展研究中心） 

青年参与社会治理的的热点主题

及未来展望 
——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 

JT2023E13 

14 李沁峰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山西省人民政府发

展研究中心） 

山西省青年发展型城市评价指标

构建研究——以晋城市、阳泉市矿

区、怀仁市、洪洞县为例 
JT2023E14 

15 师  卉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山西省人民政府发

展研究中心） 

基于人才生态环境理论的太原市

青年友好型城市建设实践路径研究 
JT2023E15 

16 王宇新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

究院 （山西省地方志

研究院）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山西青年 
运动 

JT2023E16 

17 杨  洁 中共阳泉市委党校 
红色数字资源赋能青少年传承 

红色基因研究 
JT2023E17 

18 马  戎 中共阳泉市委党校 
关于青年公务员的心理问题研究

及调适 
JT2023E18 

19 李婷婷 中共长子县委党校 
青年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研究 

——以志愿服务为视角 
JT2023E19 

20 牛  江 
山西省文旅（产业）

规划研究院 
青年人才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研究

——以岚县为例 
JT2023E20 

21 康永祥 山西大学 
大学生对网络亚文化的心理诉求

与引导机制研究 
JT2023E21 

22 周  婷 山西大学 

实践育人背景下大学生志愿者助

力乡村教育振兴的路径研究 
——以“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山西

支教志愿服务项目为例 

JT2023E22 

23 周钰敏 山西大学 
山西高校大学生返乡就业意愿 

调查研究 
JT2023E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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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刘嘉琪 山西大学 
基于人口变动视角下山西省优化

配置青少年职业教育资源研究 
JT2023E24 

25 李  可 山西大学 
在青少年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研究 
JT2023E25 

26 刘晓宇 山西大学 
高校思政研修基地助力山西省大

中小思政实践教育一体化研究 
JT2023E26 

27 俎邵静 山西大学 农村青少年科学素质培养研究 JT2023E27 

28 霍雅琪 山西大学 
“大思政”格局下加强高校共青团

工作资源库建设研究 
JT2023E28 

29 王  斐 山西大学 
返乡大学生投身乡村振兴情况 

调查研究 
JT2023E29 

30 孙文娟 山西大学 
建设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

教育示范基地，在青少年中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JT2023E30 

31 赵林涛 山西师范大学 
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青年化” 

阐释的实施路径研究 
JT2023E31 

32 逯  慧  山西师范大学 
晋绥边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研究 
JT2023E32 

33 徐  丹  山西师范大学 
在青少年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研究 
JT2023E33 

34 张瑞琴 山西师范大学 
山西优秀传统文化与青年五育 

融合教育的实践研究 
——以“山西非遗青年行”为例 

JT2023E34 

35 杨谨瑜 山西师范大学 
“大思政”格局下高校共青团打造

“青年味”思想引领的模式和路径

研究 
JT2023E35 

36 张笑迷 山西师范大学 
高校共青团可视化融媒矩阵对大

学生网络素养培育机制的影响研究 
JT2023E36 

37 赵秀秀 
山西师范大学临汾 

学院 
大中小幼心理健康教育一体化 

建设研究 
JT2023E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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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周  旻 山西医科大学 
数字社工实务中青年社会工作者

面临的伦理问题研究 
JT2023E38 

39 杨烨阳 山西医科大学 
网络亚文化语境下数字青年的 
身份认同焦虑及其价值重塑 

JT2023E39 

40 唐丽静 山西医科大学 
“网红”文化对大学生就业观的 

影响及对策研究 
JT2023E40 

41 李薛嘉 山西医科大学 
党建引领下的社区团组织参与 

基层社会治理路径研究 
——以山西省社区青春行动为例  

JT2023E41 

42 王  珍 
山西医科大学 
第一医院 

感悟思想伟力 凝聚奋进力量 以
高水平统战工作助推高质量发展 

JT2023E42 

43 武金爽 山西财经大学 
大学生就业心态研究 

——基于文化资本视角 
JT2023E43 

44 牛晓未 山西财经大学 
山西高校共青团参与基层社会治

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JT2023E44 

45 王卫平 山西财经大学 
返乡大学生乡村振兴投身意愿 

调查研究 
JT2023E45 

46 成晓典 山西农业大学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背景下大学生

就业心态及职业选择的研究 
JT2023E46 

47 郭  玮 山西农业大学 
乡村振兴进程中农科院校学生 

就业心态及行为研究 
——以山西农业大学为例 

JT2023E47 

48 刘  鹏 山西农业大学 
“大思政”格局下加强高校共青团

工作路径研究 
JT2023E48 

49 尤  然 中北大学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青年发展

基本思路研究 
JT2023E49 

50 高瑞珍 中北大学 

“大思政”格局下加强高校共青团

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的路径研究

——基于山西省 10 所高校的实证

分析 

JT2023E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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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薛艳霞 中北大学 
山西转型综改发展背景下大学生

科学素养培育路径的实证研究 
JT2023E51 

52 戈化聪 太原科技大学 
山西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 

思政课教学研究 
JT2023E52 

53 刘茹茹 太原科技大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青年精神

气质培养研究 
JT2023E53 

54 董朝辉 
太原科技大学华科 

学院 
大学生廉洁教育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JT2023E54 

55 葛瑜婕 太原科技大学 
大学生就业心态与职业发展对策

研究 
JT2023E55 

56 韩惊鸣 太原科技大学 新时代青少年科学素质培养研究 JT2023E56 

57 弓艺那 山西传媒学院 
视频分享空间中大学生亚文化的

未来趋势与演化研究 
JT2023E57 

58 李冬萍 山西传媒学院 
00 后大学生就业心态问题及对策

研究 
JT2023E58 

59 任肖英 太原师范学院 
个体化视角下大学生就业心态的

实证研究 
JT2023E59 

60 李  畅 太原师范学院 
师范类专业大学生就业心态剖析

及应对策略研究 
——以太原师范学院为例 

JT2023E60 

61 韩  艺 山西中医药大学 
新发展格局下大学生就业心态 

研究及对策 
JT2023E61 

62 曹  冉 山西中医药大学 
红色文化融入青年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的路径研究 
——以山西省为例 

JT2023E62 

63 杜  薇 太原工业学院 
大学生就业心态研究 

——以山西省本科院校为例 
JT2023E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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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宋一晓 长治医学院 
铸牢青少年回族群体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路径研究 
——以长治市回族青少年为例 

JT2023E64 

65 董云峰 山西大同大学 
运动干预对青少年脊柱侧弯矫正

效果的研究 
JT2023E65 

66 李  博 山西大同大学 三孩政策下的青年生育意愿研究 JT2023E66 

67 吕怡楠 山西工商学院 青年参与养老服务研究 JT2023E67 

68 代贞贞 山西工商学院 
校企合作背景下财会专业青年学

生职业发展素养研究 
——以山西工商学院为例 

JT2023E68 

69 卜晓东 山西工商学院 
数字化时代大学生生态文明素养

的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研究 
JT2023E69 

70 于油娜 山西工商学院 网络空间的青少年亚文化研究 JT2023E70 

71 逯慧敏 山西工商学院 
山西优秀传统文化和青少年五育

教育融合实践研究 
JT2023E71 

72 张宇新 山西工商学院 
“双减”背景下中华体育精神融入

青少年体育课程思政教育研究 
JT2023E72 

73 贾梦久 山西工商学院 
MOOC 学习者评论情感分析 

——以“当代青年心理学”课程为例 
JT2023E73 

74 闫瑞琪 山西工商学院 
民办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就业心态

研究 
JT2023E74 

75 成  琳 山西工商学院 
学前教育专业本科毕业生就业意

向调查研究--以山西工商学院等 
三所高校为例 

JT2023E75 

76 郭诚琛 山西工商学院 
山西省青少年音乐审美力的创新

路径研究 
JT2023E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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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石  晶 山西工商学院 
数字化背景下师范生人工智能 
素养的现状及培养路径研究 

JT2023E77 

78 白露露 山西工商学院 
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山西省育龄

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研究 
JT2023E78 

79 郭东振 山西警察学院 青年警官体能训练教学改革浅析 JT2023E79 

80 赵  华 山西警察学院 
“入学暨入警”联考制度下应用型

预备警官培养的困境与挑战 
JT2023E80 

81 武慧敏 山西警察学院 数字化背景下青年发展素养研究 JT2023E81 

82 尉译心 山西警察学院 
社会生态视域下高校大学生就业

心态的研究 
JT2023E82 

83 郎海香 山西警察学院  
山西省青少年交通安全意识的 

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JT2023E83 

84 吉  鹏 山西警察学院 
“Z 世代”公安院校大学生斗争精神

培育路径研究 
JT2023E84 

85 田  野  山西警察学院 
 Z 世代群体亚文化：以短视频流

行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为例   
JT2023E85 

86 王娜娜 山西警察学院 
数字化背景下公安政法院校青年

发展素养研究 
JT2023E86 

87 闫爱青 山西警察学院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青年化”阐释 
JT2023E87 

88 郭家钰 山西科技学院 
心理赋能视角下的大学生就业 

心理调适机制探究 
JT2023E88 

89 杨云霞 山西科技学院 
三孩职业发展与三孩生育决策： 

中国青年教师的案例分析 
JT2023E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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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曹荣荣 山西应用科技学院 
“大思政”格局下高校共青团第二

课堂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 
策略研究 

JT2023E90 

91 刘瑞芳 山西应用科技学院 
返乡大学生投身乡村振兴情况 

调查研究 
JT2023E91 

92 王威洋 山西应用科技学院 
中华体育精神融入高校资助育人

工作研究 
JT2023E92 

93 王攀峰 山西工学院 
新时代大学生爱国尚武精神培养

研究 
JT2023E93 

94 张佩佩 山西晋中理工学院 
三孩政策下的青年生育意愿及 

影响因素研究 
JT2023E94 

95 谢海燕 山西晋中理工学院 
山西优秀传统文化与青少年五育

融合教育的实践研究 
JT2023E95 

96 马宇洁 山西晋中理工学院 
中华体育精神融入青少年思政 

教育路径研究 
JT2023E96 

97 常亚楠 晋中学院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青年化”阐释 
JT2023E97 

98 徐  爽 晋中信息学院 
书院制模式下高校劳动教育实施

路径研究 
JT2023E98 

99 高崇惠 吕梁学院 
数字化背景下大学生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素养培育研究 
JT2023E99 

100 胡晓红 吕梁学院 
“大思政”格局下高校共青团实践

育人工作路径研究 
——以吕梁学院为例 

JT2023E100 

101 郭小洁 长治学院 
高校科普教育基地助力青少年 
科学素质提升的实践研究 

JT2023E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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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段尧尧 长治学院 
新时代大学生就业心态与就业 

对策研究 
JT2023E102 

103 李美玉 长治学院 
就业育人理念下地方高校大学生

就业心态研究 
JT2023E103 

104 陈  晴 长治学院 
基于心理资本与社会生态理论的

新时代大学生就业心态现状与 
影响因素研究 

JT2023E104 

105 张梅英 太原学院 
大数据下山西高校心理健康教育  

创新模式研究 
JT2023E105 

106 董星辰 运城学院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青年发展

基本思路研究 
JT2023E106 

107 武海荣 运城学院 
党的斗争精神融入青少年思政教

育的价值与实践路径研究 
JT2023E107 

108 姜亮亮 运城学院 
加强地方性本科院校就业指导服

务对提升毕业生就业率的影响 
研究——以运城学院为例 

JT2023E108 

109 蔡  菲 运城学院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高校青年心

育新内涵和新路径 
JT2023E109 

110 杜博文 运城学院 
青少年群体参与帮信罪犯罪的防

范路径研究 
JT2023E110 

111 张国才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数字化赋能青年学生素养提升 

研究 
JT2023E111 

112 许风虎 山西工程职业学院 
山西“非遗文化”与高职院校五育

融合教育的实践研究 
JT2023E112 

113 刘  阳 山西体育职业学院 
山西省高职体育类院校中华体育

精神融入青少年思政课程教育研究 
JT2023E113 

114 刘瑞娜 
山西财贸职业技术 

学院 
基于智能素养培育的青少年人工

智能课程教学体系研究 
JT2023E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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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贾文辉 阳泉职业技术学院 
中华体育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研究 
JT2023E115 

116 张  珺 
太原幼儿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 
山西优秀传统文化对青少年“文化

理解与传承”核心素养的向度 
JT2023E116 

117 刘欣华 
太原幼儿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 
大学生科学素养提升策略 JT2023E117 

118 王  磊 
大同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基于返乡大学生双向流动背景下

稳岗就业和乡村振兴的关系研究 
JT2023E118 

119 丁慧剑 
大同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基于 PISA 2025 的青少年科学素质

培养方式研究 
JT2023E119 

120 王文莲 
大同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小学教育专业师范生科学素养 

提升的路径研究 
JT2023E120 

121 赵丽君 
晋中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大中小学校党团队一体化建设与

政治育人链条研究 
——以晋中市为例 

JT2023E121 

122 王苏文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

院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山西青年运

动研究 
JT2023E122 

123 薛  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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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山西优秀传统手工艺文化对

福利院孤残青年进行五育融合 
教育的实践研究 

JT2023E123 

124 张  鹏 
北京大锤营销策划 

有限公司 

数字化时代下的传统体育精神传

承：山西省青少年虚拟体育实践与

思政教育的结合 
JT2023E124 

125 王  昕 
山西三元转型创新 
研究院有限公司 

青年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研究 JT2023E125 

126 陈  琳 共青团山西省委团校
“1+X+N”团校建设模式的 
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 

JT2023E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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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山西省青少年发展研究课题立项名单（地市） 

序号 
课题     

负责人 
所在单位 课题名称 课题编号 

1 刘文丽 
太原市外国语

学校 
核心素养视域下高中政治课堂学生政

治认同素养的培育策略研究 
JT2023Z01

2 郭  祎 
山西省实验 

小学 
高质量教育背景下少先队员项目化 

学习实践研究 
JT2023Z02

3 赵改玲 
太原市杏花岭

区外国语小学
“ 双减 ”政策下少先队教育现状研究 JT2023Z03

4 黄  梅 
太原市迎泽区

小五台小学校

中华体育精神融入青少年思政教育 
研究 

JT2023Z04

5 茹  育 
太原市第十八

中学校 

山西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学五育融合 
教育的实践研究 

——以晋风雅韵社团为例 
JT2023Z05

6 赵  婧 
太原市第十八

中学校 
中学生模拟政协社团民主协商活动路

径探索 
JT2023Z06

7 赵美惠 
阳泉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附属

学校 

基于组织归属感的少先队仪式规范化

研究 
JT2023Z07

8 冯青山 
平定县西关 

学校 
书法教育促进小学生五育并举的实践

探索 
JT2023Z08

9 韩  黎 
孝义市崇德 

学校 
中华体育精神融入青少年思政教育 

研究 
JT2023Z09

10 朱  婷 
孝义市崇德 

学校 
山西优秀传统文化与青少年五育融合

教育的实践研究 
JT2023Z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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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曹承海 
孝义市崇德 

学校 
党、团、队衔接育人的创新机制研究 JT2023Z11

12 武  萍 
孝义市崇德 

学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小学思政课融

合的实践研究 
JT2023Z12

13 武舒丽 
孝义市第十一

中学 
山西优秀传统文化与青少年五育融合

教育的实践研究 
JT2023Z13

14 马改萍 
孝义市振兴 
东街小学 

小学新劳动教育课程的开发与实践 
研究 

JT2023Z14

15 王凤敏 
孝义市金晖 

小学 
“双减”背景下少先队活动课程开发与

实施现状研究 
JT2023Z15

16 闫卫星 
方山县职业 
中学校 

山西青年运动中的张叔平 JT2023Z16

17 田莎莉 
文水县文东 
新区学校 

学校思政教育与学生管理工作融合 
实践研究 

JT2023Z17

18 郝丽娟 
山西省吕梁市

文水县开栅镇

武陵小学校 
双减”政策下少先队教育现状研究 JT2023Z18

19 李世晋 
大同市第二中

学校 
中华体育精神融入青少年思政教育研究 JT2023Z19

20 张国春 
大同市第三中

学集团校 
探究山西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学美育教

育中的融合和实践 
JT2023Z20

21 刘晓爱 
平遥县汇济 
小学校 

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小学思

政教育的开展策略研究 
JT2023Z21

22 陈  洋 
长治市职业 
高级中学 

立足“三特”学生视角下的中职特色心

理健康教育策略研究 
JT2023Z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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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张钦娜 
运城市第二 
实验中学 

积极心理学融入学科教学的实践研究 JT2023Z23

24 高元琼 
共青团山西 
省委团校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山西青年运

动的主要成就和历史经验研究 
JT2023Z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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