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全国教育系统唯一党建期韵—三鲨2篁翟誊譬鲨盏誊鲨__20 1 3_11-l__l_—______________l-IlllI________l___l____________ll—________ _-_

一 - l

矗冬。L乇一
』 ▲。

xuexiao dangjian yu sixiang jiaoyu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万方数据



本划顾问

李卫红教育部副部长

顾海良教育部党组成员

朱善璐北京大学党委书记

胡和平清华大学党委书记

靳 诺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

刘川生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朱之文复旦大学党委书记

马德秀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

洪银兴南京大学党委书记

金德水浙江大学党委书记

韩 进 武汉大学党委书记

江金权 中共中央政研室副主任

编委会
主任周远清

副主任吴潜涛 张锦高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烈云 马 敏 石亚军 刘书林 刘华才

李忠云 李旭东 吴元欣 吴潜涛 邱柏生

张永平 张晋峰 张锦高 陈占安 陈达云

周远清 郑永廷 郝 翔 胡树祥 骆郁廷

侯晓明 徐敦楷 黄世新 黄蓉生谢成宇

总经-理-．／社长：侯晓明

总 编 辑：李旭东

主编／副社长：谢成宇

执行主编：张永平

值班编辑：徐璐

坷囊j甚箕t乍i—日；三JEl；t鼍舵 蝴■基 一¨-匿l；■-曩I●黜_惩翟域黜_

卷 首 语 党建纵横

1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引向深入 24优化教育要素结构：提升高校党员教育质量的

／伍处文 现实思考 ／高志青

理论前瞻 26关于加强学校党建工作的几点思考 ／曹 猛

4着力提高文化建设中构建“精神高地”的引导能力 28法律文化在高校党员干部廉政教育中的价值及

／蔡永生 应用 ／杨晓培

6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文化视阈libel倩倩 30高职院校学生党建工作探析 ／吴鹏

8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青年化及其传播路径研究 32大学生不合格党员退出机制探析 ／刘德强

／肖述剑 课程教学

德育论衡 3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人“概论”课路径研究

12“中国梦”融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制的 ／徐平华 周国琴

路径选择 ／李卓成 蒋 平 36高校艺术类专业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考核评价

1 4论信息生态环境的育人功能 ／吕 丹 的改革策略 ／彭寿清吴明永

1 7社会管理创新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协调发展 39构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大班教学“三三三”

／吴松强 参与式教学模式 ／．g付芝刘 佳

20感恩教育：灾区高校和谐校园文化建设的探索与 42协同创新思想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基地

实践 ／冯 莎 的升级再造 ／f兜光 郭万牛

22“90后”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思路研究 新媒体思政

／林 坚 44 Web2．0时代网络新媒体影响下大学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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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教育工作模式探析 ／陈国强 蒋秀萍

46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 ／董召勤

学工视窗

48论构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长效

机制 ／张 琴

50大学班主任亲和力的构成及其培养

／张 珍 孙 杰 王怀芳

52高等教育分流视阈下的理工科女大学生就业难

问题探析 ／孙占利

54大学生自杀干预家校合作机制的构建

／冼季夏 杨新国

56基于人才培养的高校社团与地方行业协会合作

模式探究 ／金武州

58拓展训练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策略

／沈纲 董伦红

60团体社会工作在大学生社会公德教育中的运用

／李华伟

工作探讨

62湖北省属高校建设发展的现状分析与思考

／孙国胜 张廷 孙炜炜

66新时期高等学校机构设置的新思考 ／代 飚

69高校干部选拔与管理并重问题研究 ／宋 烨

71关于新形势下高校一体化育人队伍素质培养的

思考 ／龚志宏

73组织文化与“协同创新”初探 ／侯新兵

教师发展

75加强高校青年教师思想道德建设的思考／刘翠芬

77新时期加强高校青年教师师德师风建设的思考

／佟书华 郑 晗

79当前中小学教师培训I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徐鹏鹏 郭 平

81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及应对策略

|车 辣

辅导员新论

84高校辅导员博客、微博的影响力调查与分析

／易 鹏 李荣华

86学生工作新视角：辅导员的知识管理及实施

／余江涛 刘世勇

观察思考

88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贵州精神文化建设

|琴玉邀方彦诲

90高校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的保障机制研究

／焦敏黄德林

92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意义论析／陈 伟 向 帆

93对大学生学习满意度的调查与思考 ／何文秋

95论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和道德行为操守

教育 ／白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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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运用技术(汽车事故

评估与理赔)订单班。入

学即签就业服务协议

郭育光

名誉院长、教授。

原中国矿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的著名教育专家，比利时高级访问

学者。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教育部优秀学术

著作奖获得者。200 1—2006年任学院院长。

姜同凯

副董事长、院长、党委书记、教授。

原空军某高校校长。，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创建于1993年，是一所具有独立颁发国家承认大专文凭资格

的全日制省属民办高校。学院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泉山风景区。办学规模较大。师资力

量雄厚，招生与就业两旺。学院累计投资3亿元，校舍建筑面积75万平方米，教学、

实训、生活和文体设施配套齐全。

学院坚持依法办学、以德治校的办学宗旨和“一切围绕教学，一切为了学生”的办学

理念，聘任知名的教育专家担任学院领导职务，走专家治学、规模发展、规范办学的路

子。学院专业设置紧跟市场需求，以工科为主，开设机电、建筑、财会等门类专业共20多

个，多数为省级重点专业和专业群。现有专、兼职教师400余人，其中不少老师为教学名

师。学院重视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结合所开设专业在校内外建有仿真型、生产型

实训基地近百个。学院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办学特色逐步彰显。

学院坚持公益办学，面向工薪阶层和农民子弟，学费标准仅相当于省核定标准的

70％。学院设有金额1000—8000元从不等的各类奖学金、助学金，企业冠名班还可
享受企业助学金。已建立健全综合资助体系。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

办学20年以来，为社会培养近2万名毕业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人才，在创业、

就业中独领风骚，已评选出40位“九州之星”，近三年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为99．8 7％。

地址：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嵩山路1号 邮编：221116

电话：0516-87370070、87370071、83430260(传真)

学院网址：http：／／www．jznu．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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