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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势时话啊

1)全媒体时代教育舆情发展态势与风险防范

⋯⋯⋯⋯⋯⋯⋯⋯⋯⋯⋯⋯⋯鲁杰王媛赵媛

6)当代青年“饭圈文化”价值审视及其引导路径⋯⋯⋯⋯韩静文

10)党领导国家取得伟大成就的历史密码⋯⋯⋯⋯⋯⋯马光选

■学术动态一

13)习近平建设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的理论重心与实践指向

⋯⋯⋯⋯⋯⋯⋯⋯⋯⋯⋯⋯⋯⋯⋯⋯⋯⋯⋯⋯⋯杨 帆

16)对习近平关于党章重要论述的三维解读 ⋯⋯⋯⋯⋯李绍军

一理论源流●

20)以人民为中心基本方略的逻辑生成 ⋯⋯⋯⋯⋯⋯⋯葛 倩

22)习近平生态民生重要论述的唯物主义本质探析

⋯⋯⋯⋯⋯⋯⋯⋯⋯⋯⋯⋯⋯⋯⋯⋯⋯孙钰涵许婕

一新区新路●

25)基于闭环思维的“乡间思政课”教学改革探索

⋯⋯⋯⋯⋯⋯⋯⋯⋯⋯⋯⋯⋯⋯⋯⋯⋯李宛荫朱国华

29)新时代高校共青团组织价值重塑策略探究 ⋯⋯⋯⋯王 维

一立德铸魂一

33)青年毛泽东农村社会调查与新时代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

⋯⋯⋯⋯⋯⋯⋯⋯⋯⋯⋯⋯⋯⋯⋯⋯⋯⋯⋯⋯⋯高泽峰

37)基于情境学习范式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孙淑秋张玉强

一教育教学■

40)思想政治教育视域大学生生态人格培育⋯⋯董前程

44)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走好群众路线探析 ⋯⋯⋯⋯

46)例析纲要课以史育人的价值实现

徐娅婕

侯丙孬

⋯⋯⋯⋯⋯⋯⋯⋯⋯⋯⋯⋯⋯曾文芳 贺 敏王艳荣

一教海导航一

50)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三进”需处理好三大关系 ⋯⋯韩 霞

53)“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三维探索

⋯⋯⋯⋯⋯⋯⋯⋯⋯⋯⋯⋯⋯⋯⋯⋯⋯⋯⋯⋯⋯许桂芳

■魅力实践一

55)高校政治仪式的价值意蕴与逻辑理路 ⋯⋯⋯⋯⋯⋯薛俊强

一
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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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论高校爱国主义仪式教育⋯⋯⋯⋯⋯⋯⋯⋯⋯⋯⋯⋯彭 榕

一话说资源一

61)纸质革命文物的特征、意义与开发利用

⋯⋯⋯⋯⋯⋯⋯⋯⋯⋯⋯⋯⋯王坤玉 曾才娇岳志刚

64)思想政治教育视角的南水北调故事价值解析⋯⋯⋯⋯化世太

一文明观止●

67)延安时期干部理想信念教育的经验与启示

⋯⋯⋯⋯⋯⋯⋯⋯⋯⋯⋯⋯⋯⋯⋯⋯⋯孙刚成张擎

71)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下的党史学习教育⋯⋯⋯⋯钟丹丹

74)论以“四史"学习助力复兴伟业⋯⋯⋯⋯⋯⋯⋯⋯⋯⋯李 倩

一文化谱系■

76)型号精神的凝华与时代弘扬⋯⋯⋯⋯⋯⋯⋯⋯⋯⋯⋯张锋

79)李大钊建党思想：理论源起·革命实践·当代价值

⋯⋯⋯⋯⋯⋯⋯⋯⋯⋯⋯⋯⋯⋯⋯⋯⋯彭帮姣寇东亮

■学科研修一

83)超越“中心主义”之争：纾解生态危机之困的共同体进路

86)试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理论⋯⋯⋯许红晴

一读书札记一

90)习近平“七一”重要讲话的哲学话语创新⋯⋯⋯⋯⋯⋯

94)毛泽东《寻乌调查》的方法意蕴与启示⋯⋯⋯邝宏达

0户宜0

朱家明

王 伟

江旺龙

于潇婕

思政课课程建设

综合服务项目简介

一、课程建设

领会思政课课程建设顶层要求，

根据学校区域实际，整体规划思政课

课程目标，调整课程实施安排。

二、教学改革

助推合作院校更新教育理念、优

化教学方法，增强思政课思想性、理论

性和亲和力、针对性，整体推进学校思

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协同育人效果。

三、教师专业发展

提供思政课教师思想政治素质、

师德修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素养、

教育教学能力培训，搭建思政课教师

先进管理体制机制经验交流平台，根

据合作院校自身研究专长，提炼研究

课题和写作选题，优先约稿。

四、学术合作

在合作期内，合作院校可参与学

术研讨活动的策划和实施，研讨成果

优先刊登。针对合作院校课程建设特

色，组织举办学校课程建设经验推广

与成果展示专题会议。合作院校可享

受优先审稿、优先发表权利，可免费参

与我方举办的各类学术研讨活动。

五、成果推介

利用期刊彩封，展示合作院校思

政课领军人物、建设成果、先进经验等。

达成合作意向、签署合作协议后，

合作院校即可享有我刊常任理事单位

或理事单位荣誉(期限一年，自署名当

期开始计算)。

项目联系电话：029—85308534

·学术品读一 万方羹巢妻＆甍黑管嚣戮
“三创”背景下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光善慧)／大学生劳动价值 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

观与思政教育融合探究(白丽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质量评 文。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价体系构建(孔瑾)／高校思政教育党建载体探索(徐彬)／基于轰嘉荔鑫淼票翥嚣釜絮喜曩
OBE教育理念的学校思政教育创新探索(杨戴萍)／思想政治教育 明处理。

与学生文化自信培育(陈功力 李 贞)／论新时代国防教育课程 ☆所投本刊稿件，须为原创，遵守

思政体系建设(曾文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政教育创新传承 学术罢蓁嚣：妻。年1月1日起只
(雷世威)／传统文化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发挥探论(郭启才)／基于学 接收首阳云平台投稿，原投稿邮箱仅

吐就_k能力提升的思政教育创新(朱峰伟) 供联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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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北京举办冬奥会，并成为“双

奥之城”。中国全面进入空间站在轨建造阶

段，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启用⋯⋯系列国

家大事和民生关切．让2022年备受期待。

这一年．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开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

征程的重要一年。在这一重要时刻召开的党

的二十大，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令人瞩目

的一件大事。对于全党进一步紧密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团结带领

人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夺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具有

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这一年。也是《中学政治教学参考》创

刊50周年。2022年。创：FU50年，喜逢党的二

十大。使人心情澎湃而豪迈。编辑部将以精

心策划和实际行动迎接这两件盛事的到来。

(一)LOGO征集

在广大读者、作者中征集50周年刊庆

LOG0。LOG0设计应体现((中学政治教学

参考》的办千U宗旨与理念精神。与现有封面

风格融为一体，不张扬、不突兀。LOGO确

定后。将在期刊宣传、会议报道、公众号推

送中使用。入选设计者获赠一年期刊(1周、

2周、5周、4周任选其一)和刊庆纪念品：优

秀设计者获赠刊庆纪念品。专用邮箱：

zzczhounian50@163．COm：截稿时间：

2022年5月51日。

I二)八方来贺

本刊将利用公众号和期刊彩封。陆续刊

登领导题词、单位贺信。以及读者、作者、

友人关于刊庆的诗词书画，欢迎各位朋友踊

跃赐稿。

专用邮箱：czhounian50@163．com：

截稿时间：2022年9月30B。

l三)共话成长

1．编委编者：寄语话成长

Ⅸ中学政治教学参考》创刊以来．正是

有了编委的智慧奉献、编者的责任担当，才

有了《[中学政治教学参考》的拾级而上．一

步步成长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国家学术期

刊。创l：UsO周年之际。本刊将特邀编委为我

们展心迹，回忆如何为《中学政治教学参

考》贡献才智、下笔成章：邀请编者给大家

说故事，畅聊办刊过程中的趣闻轶事、似水

流年。

2．优秀作者：互动共成长

本刊继续开辟“创：FU50周年优秀作者一我

与期刊共成长系列”专栏，征集优秀作者的成

长美篇与深刻感悟。

(四)大家启智

本刊将依据对Ⅸ中学政治教学参考》的

贡献度、结合大数据统计的发文数量与质

量。综合评选出。50年50人”(初中、高中各

50人)、。50年50篇”(初中、高中各50

篇)。自7月起，在原《大家启智》栏目专设

“50年50人，篇”专题。特邀部分作者撰文探讨

大思政格局、一体化建设、新课标解读、跨

学科实践、大概念教学(还有大单元教学、

议题式教学、辨析式教学、融合式教学)等

思政前沿问题，以期对思想政治学科的发展

起到前瞻引领作用。

(五)发展沙龙

刊庆之际，本刊将特邀部分优秀作者代

表参加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主导举办的

系列刊庆活动，相聚发展沙龙，共襄学科盛

举。擘画期刊未来。如遇不可抗拒的客观原

因。不能进行线下活动，将改为线上。具体

时间，相机确定。

◎征稿主题一：会议精神解读

党的二十大承担着总结过去5年的工

作，明确今后党和国家前进方向、奋斗目

标、行动纲领。选举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

重大使命。通过对会议精神的解读。加深对

“国之大者4的领悟．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

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两个维护”的政治自

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确保思政期刊、

思政教师、思政教学在政治立场、政治方

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始终同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征稿主题二：素养视角落实

伟大建党精神、历史主动精神等都是中

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重要内容。中国共

产党一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与中国人

民并肩战斗、齐心奋斗。使中华民族迎来了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

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思想光耀历

史，精神烛照未来。对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学

习，要以素养落实为己任，充分挖掘和使用

党的二十大的思想理论资源。在教学中增强
学生的自信、认同、参与。使学生树立强烈

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乘势而上、砥

砺前行。投身于实现中国梦的宏伟征程。

◎征稿主题三：教学视角剖析

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学科的时代性和思

想性。赋予党的二十大内容以学科意蕴．从

经济、政治、文化、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等方面对教材内容做出时代性的补充。并

进行学科剖析和命题前瞻，让党的二十大的

精神和内容走进课堂、走进教材、走进试

题．入脑入心。

喜迎党的二十大主题征稿．通过。首阳

云平台”线上投稿系统选择“党的二十大主题

征文4专栏：WWW．shouyangedu．com。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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