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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首 语 20加强高校机关党组织作风建设刍议 ，王延光

1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学生健康成长 课程教学

／党评文 22名校公开课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

棚论前瞻 ／张 晓·‘jE F匕月U嘱

24高职学生思想政治课自主学习现状分析／陈国敏4理性爱国之理性解读 ／申来津 雷卫平

学工视窗7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27高校资助育人体系的实践与探索，陈 萌 姚小玲

I●口月 po IW ／吴连臣 田春艳 张 力擅畜论绺

10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研究／杨向荣 薛 诚29“扶困·励志·强能”三位一体高校学生资助

12基于党课评比大赛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模式的思考 ，史凌芳

创新研究 ／陈杰浩黄 芸 32简论高校创新型青年团干部的培养 ／陈元媛

刘今朝 柳文艳 王子实 史继筠 34人力资本视角下的高校共青团工作启示与思考

1 5红色资源的时代价值与教育功能 ／高 洁

／王爱华李艳 36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大学生志愿服务

高校党建 水平提升路径探赜 ／林姚丁文胜

1 8构建“党建导师制”促进学生党建工作发展 38“三全一站式”高职学生服务体系构建探究

|郭巧玲 ／林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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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大学生领导力教育的实践方法研究 ／李景玉

43大学生人际关系影响因素及对策探析／何 敏

教师发展

45高校青年教师思想状况调查分析 ／高丽静

48海南省高校青年教师思想状况调查与思考

，陈拥军 李艺潇

50新媒体环境下青年体育教师思政工作的思考

，徐宇浩 李 鹏 吴文峰

就业方略

52新形势下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实践与探索

／袁进霞

工作探赜

55新时期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保障体系探究

／罗双燕

58试论高校内部治理的去行政化监察路径

／李方红 胡 欣钟文锐

61基于“四轮驱动”的人才培养平台建设探索

／陈智强

63试论高校校企合作背景下大思政教育模式的

构建 ／钱群雷 刘东风

65独立学院行为学分制度的实践探索 ／吴昌政

68高校“大类招生”影响学风建设的研究

／洪盛志 李 全

心理健康教育

71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评价工作现状分析

／米银俊黄艳苹

校园文化

73高校校庆与大学文化建设关系辨析

／聂法良 毛常明

75新时期高职院校精神文化建设研究 ／冯晓峥

观察思考

78湖北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发展状况调研报告

／童静菊 朱圣芳 尹传松

81生态文明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主要素／高岳峰

84呼兰河流域农村留守儿童关爱策论

——兼论地市院校大学生德育实践／刘晓霞

87浅析高职院校如何规避人才招聘环节中的

人情现象 ／李爱卿

89经典诵读与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论析／袁和平

辅导员新论

91多元角色定位下辅导员敬业精神培育与成长

路径探析

他山之石

{俞海平 罗 兰

94台湾高校服务一学习模式的经验与启示

／李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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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含弘杯”学生
课外科技作品比赛学

生自己设计的电动车

共青团希望水窖”援建行动

大学生参加“城乡社区市民学校”
志愿服务活动

共青团西南大学委员会是共青团中央、共青团重庆市委员会在西南大学设立的一个基层团组

织。现下设36个二级团组织。其中33个学院团委，7个荣昌校区团委、1个国防生团委、7个含弘学院

团总支。校团委设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研究生团建工作部、社会实践部、学术科技部等部门。

西南大学共青团是有着光辉历史和优良传统的先进青年组织，始终坚持紧跟党走，坚持党

有号召，团有行动，在西南大学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充分发挥了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西南

大学共青团紧扣时代脉搏，积极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切实关照青年实际，以育人工作为根本，以

思想引领和成才服务为两大战略任务，在基层组织建设、团干部建设、分类引导青年、青年就业

创业、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大学生综合

素质拓展、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形成了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含弘杯”大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大赛、大学生反思教育、校园歌手大赛、校园舞林大赛、志愿服务等品牌工作，得

到了广大青年的积极支持和认可，也得到了学校党委和上级团组织的充分肯定。

西南大学团委是全国首批五四红旗团委，曾连续22次被中宣部、教育部、团中央和全国学联

表彰为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先进单位，连年被表彰为重庆市共青团工作先进集体。近年来，

荣获“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优秀组织奖、教育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

果奖、重庆市“校园之春”优秀组织奖、亚太城市市长峰会志愿者组织工作先进集体等各级各类

荣誉80余项。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研

究》、《中国共青团》、《中国教育报》、《重庆日报》等各级各类新闻媒体报道西南大学共青团工作

960余次。

举办重庆市首届

大学生创新创业论坛
查裳竺辜曼翥兰!黛嚣曼T SSN 1 007—5968
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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