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全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指导性刊物

全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会干U

ll III II I III I III I II II Il
7 1 1 7-l

思想教育研究
STUD l E S 1 N量D E0L0G墓CAL E DU CAT 1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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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教育研究》杂志是教育部主管、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思想政治教育分会(原全国高等学校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会刊，是全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指导’I生-TfJ物、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核心期
刊，同时入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目录、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CSSCl)。

为进一步提升杂志质量，同时办好思想教育研究网站，现征集学科建设、理论探讨、社会思潮

研究、专题研究等重点栏目稿件以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案例、优秀社会实践成果，欢迎各高校
及广大学者踊跃投稿。

一、部分重点栏目征稿

1．学科建设。该栏目聚焦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侧重于思想政治教育基本问题以及基础理论
研究，以丰富与完善学科理论体系。该栏目入选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名栏建设工程o

2．理论探讨。该栏目定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聚焦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问题研究以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理论问题研究，提升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水平，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
提供学理支撑。

3．社会思潮研究。该栏目聚焦意识形态工作基础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特别是针对社会上具有
较大影响的思想理论热点、焦点问题进行辨析和引导。

4．专题研究。该栏目主要聚焦宣传思想工作重大主题以及教育部有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重点工
作安排，面向本领域资深专家以及国家级重点课题负责人约稿，也可以根据专题从自由来稿中择优

选用组合。

二、优秀实践成果征稿
1．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案例。注重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特色实践探索，把富有借鉴意义的

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案例予以介绍，特别优秀的案例经学理提升后在杂志“课程建设” “实践与

探索”栏目刊登。其中， “课程建设”栏目着眼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提升，注重对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先进经验、做法等的系统总结与学理分析o “实践与探索”侧重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方面来稿。获得过思想政治教育类省级一等奖或入选教育部相关“择优资助”计划、示范项目的优
先选用。

2．高校社会实践优秀成果。主要收集、整理高校师生社会实践优秀成果，优秀成果将在网,2占TfJ

发，特别优秀的来稿经学理提升后在杂志以专题形式刊登。本年度重点征集“中国精神”专题实践
材料。

三、投稿注意事项

1．重点栏目来稿字数一般6000字至9000字，摘要200—300字；符合一般学术规范，参考文献不

少于6个，引文务必认真对照原著核实，以确保引文出处和文字的准确无误。如获得省级以上社科
课题资助，请同时发送项目任务书复印件电子版。投稿邮箱为sx@ustb．edu．cn。

2．实践类稿件(案例、社会实践成果)经验总结与理论思考部分4500字至6000字，支撑材料可

以图文并茂，字数不限。实践来稿请投至专用邮箱sxjyyj201 7@1 63．corn。

3．理论来稿请在稿件中注明作者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职称以及详细通讯地址和联系方式，实

践类稿件除了注明联系人信息外，要提供学校二级单位(含)以上盖公章证明或推荐材料。审稿周期2

个月，若录用编辑部会电话或者邮件联系作者，逾期没收到通知，请自行处理。刊发论文不收取任
何费用，请勿相信中介或托人推荐。本刊还将加大对引用率高、社会影响大稿件的奖励力度。

4．未详事宜，请参看杂志网,％Fhttp：／／www．sxjyyj．corn／。本启事相关事项解释权在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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