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藏民族大学深入贯彻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精神，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做好新常态下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从课程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等
方面深化课程改革，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打造成受学生欢
迎的热门课程。一是实施思政教学改革工程，构建民族
特色思政教育新课堂。结合时代发展特点以及西藏地
区社会发展特殊性，找准西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最佳切
入点，推行“比较优势思维”的教育理念，使思政教育更
加符合民族学生成长规律，更加贴近学生思想实际。二
是创新课堂教学模式，探索出具有西藏高校特色的思政
课教学体系。在创新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方面，结合西
藏实际，突出国情、区情教育，突出西藏社会建设中增
强“五个认同”教育。三是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利用课
堂实践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办法，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西藏红色精神传承等重大主题教育活动，以“故
事”带动学生的“感悟”，进而提升“精神”和“意识”。

创新思政课的实践成果显著，自 2011 年以来，团队
共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2 项，省部级项目 26 项，其他
专项资金项目 36 项，纵向项目经费 400 多万元；在《中
国藏学》等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 200 多篇，部分成果还
被中国社会科学网、光明网、中国西藏网等转载。出版
《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工作 50 年》《辉煌的社会主义新西
藏》《西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等学术著作
20 余部。

二
〇
一
八
年
第
七
期 下 半 月

07

春风化雨润万物 成风化人育心田
——西藏民族大学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成果显著

优秀教研室集体备课活动

学院学生在第五届“华文杯”
全国师范院校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中荣获佳绩

学院组织学生赴杨凌参加社会实践

万方数据



1 切实把有本事重实干敢担当的年轻干部

选出来用起来 /党评文

4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研究
/冯留建 刘国瑞

9 论马克思的异化批判与幸福生活的实现
/商志霞

12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享之维
/熊晓琳 任瑞姣

1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
儒家“和”哲学的转化与发展 /刘振江

18 以监控清单为制度戒尺建构高校党内监督
规范 /李和中 王宜灏

20 论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线学习的优势、困境与
创新 /梅 萍 艾 蔼

24 大学生“微电影”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
的应用研究 /吕丽莉

27 高校思想政治课程教学中学生法治思维
培养路径探析 /卢进伟

30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融汇式教学实践探究
/杜晓平 毛宗福

32 论高校课程思政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路径
/王海威 王伯承

35 法学专业教育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
研究 /安 军

37“三次伟大飞跃”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
中的教学探析 /马 军

40 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对策分析
/吴爱萍

43 高校生态德育的内涵审思、发展取向及实践
向度研究 /王祎黎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8·07（下半月） 第 7期 总第 581期

卷 首 语

编 委 会
主 任 冯 刚 吴潜涛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烈云 冯 刚 石亚军 刘书林

刘华才 李忠云 吴潜涛 邱柏生

佘双好 张永平 张晋峰 陈占安

陈达云 郑永廷 郝 翔 胡树祥

骆郁廷 黄晓玫 黄蓉生 谢成宇

理 论 前 沿

董 事 长 肖昌斌

总 经 理 周发秋

总 编 辑 陈 栋

主编/社长 谢成宇

副 主 编 张永平

副 社 长 余 洋

执行主编 王 娟

值班编辑 周玉婷

本刊顾问

江金权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郝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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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建平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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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彦 厦门大学党委书记

课 程 教 学

德 育 论 衡

中青年学者论坛

万方数据



46 当代大学生责任伦理构建的动力机制与

路径选择 /胡 芝

49 民族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及其矛盾研究

/祁 帆

52 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具象

研究 /刘 琦

54 关于民办院校体育文化的德育功能探究

/余 雄

56 大学生网络语言生成机制及其对思想政治教育

的影响研究 /张建利 王 因 李羽佳

59 新媒体环境下高校网络隐性思想政治教育

策略研究 /袁 国 徐 颖

61“微舆论”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

挑战与应对 /覃爱平

64 论大数据在高校精准资助工作中的运用

/王 婷

67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职业胜任力

融合培养路径研究 /冯 瑛 李永政

70 大类招生与培养背景下大学新生适应问题

探析 /郑晓宁 高 静 刘淼淼

73“以生为本”教育理念的现实困境与对策

研究 /高翠欣 姜 伟 喻芒清 侯金波

75 非师范类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建设的

三维思考

——以河海大学为例 /李 宁 顾 濛

78 趋同管理背景下来华留学生思想教育工作

问题及对策 /何正英

80 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下研究生导师育人作用

研究 /张胜利 凌 鹊 丁 彦

83 对弘扬民族艺术之于提升高校文化建设价值

的思考 /刘 红

8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路径探析 /许静波 王春朝

88 学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环境塑造

探究 /肖作武

91 湖北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功能及路径研究

/严雄飞 雷 莉 严 徐

94 乡村振兴视野下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的

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覃志威

90 郑重声明

地 址：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78号
长江传媒大厦 19楼

邮 编：430079
编 辑 部：（027）87158893；87158852

87156752
广 告 部：（027）87157060
财 务 部：（027）87158825
电子信箱：xxdj@163.com
定 价：12.00元
封面设计：张 燕

主 管：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 办：湖北长江报刊传媒集团

编辑出版：《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杂志社

刊 号：

广告经营许可证：鄂工商广登[2017]26号
邮发代号：38-344
订 阅：全国各地邮局

印 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ISSN 1007—5968
CN 42—1422/D

新 媒 体 思 政

学 工 视 窗

工 作 探 赜

观 察 思 考

万方数据



西藏民族大学深入贯彻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精神，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做好新常态下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从课程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等
方面深化课程改革，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打造成受学生欢
迎的热门课程。一是实施思政教学改革工程，构建民族
特色思政教育新课堂。结合时代发展特点以及西藏地
区社会发展特殊性，找准西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最佳切
入点，推行“比较优势思维”的教育理念，使思政教育更
加符合民族学生成长规律，更加贴近学生思想实际。二
是创新课堂教学模式，探索出具有西藏高校特色的思政
课教学体系。在创新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方面，结合西
藏实际，突出国情、区情教育，突出西藏社会建设中增
强“五个认同”教育。三是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利用课
堂实践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办法，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西藏红色精神传承等重大主题教育活动，以“故
事”带动学生的“感悟”，进而提升“精神”和“意识”。

创新思政课的实践成果显著，自 2011 年以来，团队
共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2 项，省部级项目 26 项，其他
专项资金项目 36 项，纵向项目经费 400 多万元；在《中
国藏学》等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 200 多篇，部分成果还
被中国社会科学网、光明网、中国西藏网等转载。出版
《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工作 50 年》《辉煌的社会主义新西
藏》《西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等学术著作
20 余部。

二
〇
一
八
年
第
七
期 下 半 月

07

春风化雨润万物 成风化人育心田
——西藏民族大学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成果显著

优秀教研室集体备课活动

学院学生在第五届“华文杯”
全国师范院校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中荣获佳绩

学院组织学生赴杨凌参加社会实践

万方数据

http://www.a-pdf.com/?pcp-dem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