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廊坊师范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原名社科部）

是河北省属廊坊师范学院的二级教学单位。目前有教职

工 27 人，其中教授 3 人，副教授 20 人，5 人具有博士学

位，学缘结构良好。

思政部近年来大力推进旨在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

质和实践能力的思政课教学改革，已初具特色，形成了理

论课专题化报告式教学模式、实践课项目化菜单式教学模

式、网络化开放式考核模式等系列改革模式，充分利用现

代化教学手段，普遍采用参与式教学方法，教学效果和质

量大幅度提高，2015 年获批 1项省级教改项目。思政部

注重科研在教学中的基础和引领作用，近五年承担国家级

课题1项，省部级课题15项，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

刊载于核心期刊的有 30余篇；拥有河北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校级重点学科“思想政治教育”

以及学校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所等科研平台。思政

部积极承担社会服务职能，为地方政府和单位提供政策宣

传、咨询、解读及人才培训等服务，成为廊坊市社科界的

中坚力量。

思政部将继续在学院党政的正确领导下，发扬“本于

忠诚，立于职责，兴于合作，成于执着”的部门精神，秉承

“修德、练能、励志、传情”的教学理念，顺应学校转型发展

的需要，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立德树人”的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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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

原则性战斗性 /党评文

4 家庭思想政治教育何以可能及何以可为

/张玉倩 孙其昂

8 家校共同体：高校协同育人模式研究 /李大庆

11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内生动力

机制研究 /李世清

14 信息化、技术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实现及

维度 /王江波 田仁来

17 基于网络舆论生态平衡需求的高校宣传思想

工作发展维度 /李伟东

20 当前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叶柏森

22 试论高校生态德育的价值取向

/孟国忠 张晓琴 吴晓雪

25 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角的大学德育文

化取向研究 /张继延 叶 兵

27 高校年薪制教师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及

对策 /马 亮 朱剑平

29“中国梦”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选择

/胡 焱

31 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机制研究

/孙 棋 俞 磊 叶 鑫

33 大学生党员素质“跟进式”培养探赜 /陆先亮

36 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提升大学生党员发展

质量的思考 /邓平安 金 燕

38 自媒体视野下高校学生党支部建设探究

/王蓉霞

40 试析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

着力点 /陈焕随

43 再生产视角下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解析 /朱爱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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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论基于大学生信息筛选特征下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培育策略 /刘 颖

47 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载体探究

——以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校园官方微信公

众号”为例 /田丽娜

49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影响

及消弭 /郑流云 佘 璐

51 基于问题意识导向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

革研究 /王雪婷 张 云 王金洲

54 现代学徒制改革对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的挑战及对策 /黄伟萍

56 积极心理学视阈下大学生仪式教育的创新探究

/赵建敏 张东红

58 大学生网络心理健康教育积极模式研究 /王佳利

61 积极心理学视野下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探索 /周 敏

63 地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及对策

/时明德

66 试论大学生社会实践教育机制的构建

/江克宁

68 SFBT在解决高校“双重贫困”生问题中的运用

/徐苏兰 段鑫星

70 大学生生活园区德育资源的挖掘与形塑

/车 车

72 围绕“三平精神”的大学生职业价值观教育体

系构建谫论 /安 锋

74 高校网络评论员队伍培育与作用发挥机制研究

/李丽鹏 王 峰

77 大学生手机依赖预防和干预对策刍议 /张 静

79 新形势下高校廉洁文化建设研究 /金福尧

81 大学生廉洁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卞程秀 邓小明 张红扬 胡绍元

83 基于朋辈互助的研究生就业指导体系构建策略

/刘 笑

86 高职院校大学生弱势群体的就业困境及对策

/张名艳

88 论青年志愿服务的专业化转型 /钟飞燕

91 关于“新本质论”理论创新的思考 /李景春

93 工农红军宣传工作的群众观及其当下价值

/张国安

9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的“瓶颈”和破解之策

/陈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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