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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金权 中共中央政研室副主任

李卫红教育部副部长

朱善璐北京大学党委书记

陈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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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斯宪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

张异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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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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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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蓉生 谢成宇

总经理／社长

总 编 辑

主编／副社长

执行主编

值班编辑

侯晓明

李旭东

谢成宇

张永平

王 娟

国

卷 首 语

l努力提高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 ／党评文

理论前瞻

4论邓小平文化建设创新思想 ／潘尔春

8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与现实思想政治教育比较分析

／粱定旭

德育论衡一Il中国梦价值融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探究

／张迪

l 3多元文化视阈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与模式

的构建 ／彭 璞 伍林生

15增强民族地区大学生理论自信的路径探索

／官秀成

l 7高职新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 ／朱 涛

高校党建

1 9高校二级学院党组织班子换届“公推直选”实践

路径探索 ／李宁蔚

22以党建进公寓为着力点加强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建设

／华友王迎川

24新时期加强高校党建研究工作的实践与探索

|i良华

26团队管理模式在高校教师党支部建设中的运用

／陈晓梅

核心价值观研究

28基于交往实践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路径

探析 ／于成学 齐秀强 王 娟

30高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探索

／李晓彤

32主体微观化视阈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路径 ／钟奇新

34高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四个维度

／何伟 敖四江 朱必法

37研究生“三爱”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之关系辩证

课程教学

／刘 卫 马海波 郭敬浅

39试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的

构建 ／宋成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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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理工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困境与

对策 ／周江平

44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探究

／周碧蓉

46搭建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双融合”平台刍议

／崔建平

48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3+2”教学模式的实践与

探索 ／尚发成

5 l浅析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课教学中的运用 ／张瑾 仝瑞中

新媒体思政

53借助微电影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探索

／高辉庆

55运用微电影开展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探究 ／吕志伟

57试析网络时代大学生民主意识的培育 ／费 坚

学工视窗

59大学生微公益现状及其引导 ／游敏惠程艳

6 1浅析微公益培养大学生感恩的作用机制

／蒲清平 张伟莉 朱丽萍赵 楠

64研究生支教团长效工作机制构建研究 ／张骞文

66大学生人际交往挫折研究 ／张晓普 熊筱晶

工作探赜

68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路径研究

／王 颖段恒春 李 毅单升军 王 成

70关于“中国梦”网络认同的思考

／景星维景志明

72高校青年教师职业压力与调适策略 ／赵兰芳

校园文化

74大学生社团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王 军 张淑玲张建强

76高校社团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及其实现途径

／谢彤 夏勇子

78我国高校学生组织发展变革研究

／王 哲 郭 强

80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研究 ／丁慧民

82校园文化育人功能的探索与实践

／李 莉 刘妹赘 关雅囡

心理健康教育

84广西地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现状调查分析

／欧阳丹

观察思考

86论公民公共意识的生成与培育 ／周月华

89试论护理领导力的涵义 ／胡向荣

92论形势与政策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的融合

／朱丽霞 汪书路

他山之石

94美国高校学生培养工作生本理念与实践及其借鉴

／吴荣军李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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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澳校长为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

国家职业汉语能力测试

中心领导为学校授牌

法国尼斯综合理工学院

与学校达成合作意向

法国驻华大使馆高等教育

合作专员一行访问学院

孝◆：I厶水纠水雹大挚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自2005年3月设立，一直致力于华北水利水电

大学的合作办学事业和高等教育国际化事业，为学校的合作办学事业和高等教育国

际化水平提高做出了较大贡献。

学院设有办公室、团委、教学工作办公室、学生工作办公室、考试培训科5个科

室。在全校师生员工的共同支持下。国际教育学院业务范围不断扩展，目前与多个学

校、多个国家建立了广泛的业务联系，学生涉及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龙子湖校区、华北

水利水电大学花园校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嵩山少林武术职业学院4个办

学点，业务遍及六大洲30多个国家的40多所学校。目前，国外合作办学主要有4个

项目，分别是与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合作的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和会计电算化专

业2个专科项目和与英国提赛德大学合作的地质工程(灾害管理方向)和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2个本科项目。同时，在国内主要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和嵩

山少林武术职业学院进行合作，合作包括英语、俄语、汉语国际教育三个专业，商务英

语、科技英语、工程英语、英语地区、法语地区、德语地区、俄语地区、西班牙语地区、日

语地区、韩语地区等1 0多个专业方向。目前，学院在校生共四千余名。灵活的办学

模式充分利用了国内外、校内外各种优势资源，目前已形成了较完善的办学体系和管

理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形成了集语言、少林武术、商务合体的学生特色，赢得了

社会各界和广大学生、家长的广泛赞誉和高度肯定。近年来有50多名毕业生出国深

造或赴泰国、尼泊尔等国家从事汉语推广志愿服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0％以上。

国际教育学院(语言培训中心)是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快速发展的学院之一，是学

校交流与合作、汉语推广、文化交流的稳定平台，是学校吸收借鉴世界先进的教育理

念、经验和资源的重要渠道，是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基地。

蓬勃发展的国际教育学院(语言培训中心)欢迎您!

嘁净2
充满异域风情的国际文化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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