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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青 团 山 西 省 委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山 西 省 少 工 委

晋团联发〔2025〕13号

关于公布2025 年度山西省青少年

发展研究立项课题的通知

各团市委，省直、国防、国资委、综改示范区、金融团（工）委，

省税务系统、省非公经济和社会组织团（工）委，各高校团委，

省军区政治部组织处、省武警山西总队政治部组织处，各驻晋单

位团委、驻外团工委，各市少工委，各智库研究机构：

按照《关于申报 2025年度山西省青少年发展研究课题的通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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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晋团联发〔2025〕3号）要求，经过立项评审并公示，确

定立项课题 203个，其中重点课题 18个，一般课题 86个，青年

课题 99个，现予以立项。

各课题负责人要按照国家科研有关规定开展研究，坚持正

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牢固树立问题意识、创新意识、实

践意识，立足学术前沿，突出研究重点，弘扬优良学风，恪守

学术规范，保证学术质量；要接受课题评审单位的项目管理，

按时递交最终研究成果材料，不得无故拖延结项时间。课题组

成员原则上不得变更。各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要切实履行好进

度督促、经费使用等管理职责。

具体要求如下：

结项时间为 2026年 5月 30日，结项需提交 1篇 1.5—2万

字的结项报告，同时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出版专著。

2.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篇或在山西日报、山

西青年报发表理论文章（2000字以上）1篇。

3.在课题研究报告基础上形成的决策建议被《山西决策建

议》《当代青少年研究》或《山西社会科学》报采用。

特别说明：

1.研究报告、山西决策建议采用报告文体范式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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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上成果公开发表时均须注明课题来源、名称及项目编

号，并通过课题结项验收。

3.报告文中数据均需截至 2025年 6月。

结项详细要求请关注山西省团校公众号查看。课题结项由共

青团山西省委、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

心)、山西省少工委共同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山西省团校负责具

体实施。

4.立项课题负责人请扫下列二维码入群。

联 系 人：付 华

电 话：0351—4031242

邮 箱：sxstx9999@163.com

邮寄地址：太原市青年路 8号共青团山西省委东楼（共青团

山西省委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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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25年度山西省青少年发展研究课题立项名单

共青团山西省委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山西省少工委

2025年 6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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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5 年度山西省青少年发展

研究课题立项名单
（重点课题）

课题

编号

课题

负责人
所在单位 课题名称

QSNFZ25001 张卫国 山西大同大学 青年返乡创业的实践与启示研究

QSNFZ25002 赵林春 山西应用科技学院
运用山西民间舞蹈资源引导青少年学习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研究

QSNFZ25003 孙刚 山西工学院
体育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实践路径探析

QSNFZ25004 张潮 山西师范大学 山西省青少年心理健康现状研究

QSNFZ25005 任燕 山西省人民医院
童年期不良经历对青少年社交回避的

影响研究

QSNFZ25006 董海涛 山西医科大学
山西省青少年自我同情水平对幸福感的

影响路径研究

QSNFZ25007 霍建忠
山西医科大学

第二医院

互联网背景下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的工作

路径研究

QSNFZ25008 甄德酉 山西财经大学
晋商地域文化视域下山西共青团参与青年

文化培育体系路径研究

QSNFZ25009 邓蕊 山西医科大学
青少年心理问题分类、成因及对策质性

研究

QSNFZ25010 曲国华 山西财经大学
运用山西本土文化资源引导青少年学习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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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NFZ25011 毕素琴
山西大学

附属中学校

运用山西本土文化资源引导青少年学习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

QSNFZ25012 李利宏 山西大学
多主体协同推动大学生返乡创业的作用

机制研究

QSNFZ25013 韩永红 山西财经大学 山西省未成年人犯罪教育防治研究

QSNFZ25014 刘三满 山西警察学院
AI赋能山西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网络完全

保障机制研究

QSNFZ25015 王爱华 山西传媒学院
山西共青团在高校思政课建设中发挥作用

机制研究

QSNFZ25016 孟林盛 山西大学
AI大模型驱动青少年心境状态动态测评与

运动处方推荐研究

QSNFZ25017 王小红
青少年科技

创新报

山西省新兴业态青年群体心理健康

状态研究

QSNFZ25018 杨博华 中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

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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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度山西省青少年发展

研究课题立项名单
（一般课题）

课题

编号

课题

负责人
所在单位 课题名称

QSNFZ25019 赵俊杰
山西体育

职业学院

体育强国战略下运动对山西省青少年

身心健康发展影响研究

QSNFZ25020 田峰
山西医科大学

第二医院

基于平衡心理疗法探讨青少年心身健康

影响因素及干预研究

QSNFZ25021 牛巧红 山西省肿瘤医院
山西省青少年白血病患者心理健康现状

及影响因素研究

QSNFZ25022 薛金莲 吕梁学院
文化强省视域下山西高校传承红色基因

路径研究

QSNFZ25023 梁涛
山西青年

职业学院

山西共青团参与青年文化培育体系

路径研究

QSNFZ25024 张有武
山西金融

职业学院
新时代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创新研究

QSNFZ25025 原慧珍
运城学院

附属中学

基于河东地域的本土文化资源引导青少

年学习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的实践研究

QSNFZ25026 肖海霞
大同市汇智

幼儿园

“五育并举”与“PERMA 模型”协同驱动

的青年幼儿教师成长研究



— 8 —

QSNFZ25027 管晓静 山西警察学院
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山西公安

实践研究

QSNFZ25028 郭雪晶
孝义市崇文街

小学

“一校一案”推进中小学德育工作实施

路径研究

QSNFZ25029 刘振青
山西五洲华夏

文化科技研究院

新高考模式下生涯规划的研究及实施

路径研究

QSNFZ25030 李娟 山西大学
运用山西本土文化资源引导青少年学习

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发展研究

QSNFZ25031 韩晓瑞

山西省社会科学

院（山西省人民政

府发展研究中心）

大学生常态化志愿参与小学课后延时

服务工作政策和路径探究

QSNFZ25032 马萌芸
山西晋中

理工学院

山西青少年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现状与

路径研究

QSNFZ25033 王志刚 山西师范大学
山西省青少年群体特点与身心健康

特征分析

QSNFZ25034 张睆 山西师范大学
山西青少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心理机

制与提升路径研究

QSNFZ25035 岳菲花
山西师大

语文报社

运用山西本土文化资源引导青少年学习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研究

QSNFZ25036 苗咏丽 晋中信息学院
低生育率背景下青年生育意愿的

影响因素研究

QSNFZ25037 张勇
山西医科大学

第二医院
山西省青少年社区康复能力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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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NFZ25038 耿婷婷 山西大同大学
新时代人才强省战略背景下青年人才

培养机制研究

QSNFZ25039 成俊敏 忻州师范学院
智媒体时代高校青年统战工作的困境与

突破研究

QSNFZ25040 周洁 长治学院
青少年题材电视剧对青少年价值观塑造

与社会化进程的作用机制研究

QSNFZ25041 王瑞红
山西青年

职业学院

“双减”背景下的中国式家庭教育体系的

探索研究

QSNFZ25042 刘育红
山西省财政税务

专科学校

运用山西本土文化资源引导青少年学习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研究

QSNFZ25043 蔺若晨 山西开放大学
运用山西本土文化资源引导青少年学习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研究

QSNFZ25044 袁鹰 山西开放大学

网络新媒体环境下运用山西红色资源引

导青少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路径研究

QSNFZ25045 任跃君 山西省肿瘤医院
人口结构变迁下青年家庭赡养问题与

应对策略研究

QSNFZ25046 周成 山西财经大学
引育青年人才乡村双创实践助力山西乡

村振兴路径研究

QSNFZ25047 高琳然 山西传媒学院
运用山西左权民歌引导青少年学习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研究

QSNFZ25048 王雪燃 山西传媒学院

山西博物馆文化资源在青少年传统文化

教育中的应用与实践——依托

“博物馆+沉浸式”的文化传承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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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NFZ25049 刘博 山西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加强新时代青年

群体思想引领探究

QSNFZ25050 杜建国 山西大同大学
山西省返乡青年就业创业助力乡村振兴

的效应评估与机制研究

QSNFZ25051 李飞菲 山西大学
大同市典型文物中语言资产在青年文化

传承中的创新应用研究

QSNFZ25052 崔媛 中北大学
大学生志愿服务体系与优化效应研究

——以中北大学研究生支教团为例

QSNFZ25053 梁策 山西大学
推进科学家精神融入大中小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研究

QSNFZ25054 闫卫星 方山职中
运用山西本土文化资源引导青少年学习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研究

QSNFZ25055 邢炜 太原理工大学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视域下山西省青少年

体育高质量发展机制研究

QSNFZ25056 门杰
山西医科大汾阳

学院

儿童青少年肥胖——抑郁共病的运动防

控路径研究

QSNFZ25057 张静 山西大学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引育青年返乡就业

创业助力山西省乡村振兴机制研究

QSNFZ25058 屈增 中北大学
人才强省背景下山西青年人才培养

机制研究

QSNFZ25059 王宇航 山西工学院
体育强国背景下大学生运动动机与发展

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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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NFZ25060 王毅 山西财经大学
红色文化资源赋能山西高校“青马工程”

的培养机制研究

QSNFZ25061 张媛
太原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基于家校协同的太原市青少年心理健康

教育对策研究

QSNFZ25062 张达明 山西省儿童医院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医校结合”模式的

实践研究

QSNFZ25063 任俞钱 山西工商学院
产教融合视角下地方高校乡村振兴创业

人才培养有效性研究

QSNFZ25064 毛庆丰
山西省人力资源

研究会

新时代人才强省战略背景下青年人才

培养机制研究

QSNFZ25065 张晓红 山西大同大学
基于 DFM模型的山西流动儿童心理

健康发展机制及干预研究

QSNFZ25066 韩峰
山西金融

职业学院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高职高专学生就业

机遇与挑战探究

QSNFZ25067 赵美荣 山西省肿瘤医院
青少年抑郁障碍与心理健康促进

影响因素研究

QSNFZ25068 梁旭艳 山西财经大学
“大思政课”背景下山西博物馆青少年

教育模式的创新路径研究

QSNFZ25069 王永君 山西大学
大思政教育背景下英语课程思政实践

路径研究

QSNFZ25070 安进辉
山西体育

职业学院

山西青年大学生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

发展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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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NFZ25071 白璐 山西工商学院
“家庭 家教 家风”链条式赋能山西

青少年发展研究

QSNFZ25072 薛小梅
太原市小店区

太航学校

小学道德与法治课教学和少先队活动

融合运用研究

QSNFZ25073 强亚莉 晋中学院

山西非遗资源的数字化传播与场景实

践：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

媒介化路径

QSNFZ25074 韩雪娇

山西省社会科学

院（山西省人民政

府发展研究中心）

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培育青少年文化自信

研究

QSNFZ25075 弓艺那 山西传媒学院
新媒体环境下的青少年传播与传承

山西戏曲文化研究

QSNFZ25076 翟瑞君
山西省人力资源

研究会

引育青年返乡就业创业助力山西省

乡村振兴机制研究

QSNFZ25077 姚敏
太原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人才强省背景下山西省师范生职业能力

提升策略研究

QSNFZ25078 郭艳

山西省社会科学

院（山西省人民政

府发展研究中心）

“两个结合”视域下促进山西省大中小学

思政课建设研究

QSNFZ25079 梁晓晨 四川传媒学院
红色歌曲与山西革命历史文化在青少年

声乐教育中的实践研究

QSNFZ25080 李瑞婷 太原市中心医院 青少年智能化心身调节系统构建研究

QSNFZ25081 任智萍 山西财经大学
立德树人视域下太行精神融入青少年

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



— 13 —

QSNFZ25082 赵嘉磊 太原师范学院
构建三晋青少年对优秀传统文化－体育

非遗全链条式传承的路径研究

QSNFZ25083 武玥 太原师范学院
基于山西戏曲文化遗产提升青少年传承

优秀传统文化的路径研究

QSNFZ25084 胡宇弘
山西工程职业

学院

山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青少年传统文化

教育中的转化路径研究

QSNFZ25085 段蕾 山西传媒学院
晋韵育人：基于山西本土文化资源的

青少年传统文化传承路径研究

QSNFZ25086 姚溪溪
山西财贸职业

技术学院

乡村振兴背景下引育高职大学生返乡

就业创业路径研究

QSNFZ25087 殷旭彪
大同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

人工智能视域下高职院校工匠精神与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融合研究

QSNFZ25088 幺彩霞

大同市灵丘县武

陵镇韩家房

小学校

中小学思政课教学和少先队活动融合的

运用研究

QSNFZ25089 杜娟 运城学院
黄河文化视角下高校社会实践育人体系

的创新研究

QSNFZ25090 宋卫华

太原市杏花岭区

新道街小学校

富力分校

基于少年儿童发展新特点视域下学生

行为习惯养成机制创新研究

QSNFZ25091 赵娟 太原理工大学
山西非遗 IP化驱动青少年传统文化

传承的创新路径研究

QSNFZ25092 贺华云 山西财经大学
山西建设青年发展型省份的逻辑理路

研究

QSNFZ25093 李霞
大同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

“两个结合”视域下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

职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养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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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NFZ25094 吴振华
山西医科大学第

二医院（西院区）

太原市青少年生长发育偏离的早期预警

及干预策略研究

QSNFZ25095 王晓娟
山西医科大学

第二医院

心理因素对身高的影响及 AI辅助下

家庭心理干预研究

QSNFZ25096 严恺
山西省数字健康

指导中心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青少年智慧中医健康

管理服务模式创新研究

QSNFZ25097 宋彦佳
太原市小店区

北营小学校

“五育并举”促进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体系创新研究

QSNFZ25098 耿婷 大同市实验中学
寄宿制学校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及

解决策略的行动研究

QSNFZ25099 邱雅娴 山西警察学院
青少年网络行为特征与意识形态安全

风险防范研究

QSNFZ25100 闫慧丽 山西财经大学
山西共青团服务青年创业及劳动权益

保障机制创新研究

QSNFZ25101 郭润坤
山西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

新时代人才强省战略背景下高职“两型”
高技能人才培养机制研究

QSNFZ25102 张蕾华 山西警察学院
青少年基于文化记忆理论的山西非遗

传承路径研究

QSNFZ25103 阎敏

山西省社会科学

院（省政府发展

研究中心）

新时代人才强省战略背景下青年人才

培养全链条机制研究

QSNFZ25104 姚海霞
太原市小店区

九一小学校

山西传统优秀文化与青少年教育

融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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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度山西省青少年发展

研究课题立项名单
（青年课题）

课题

编号

课题

负责人
所在单位 课题名称

QSNFZ25105 段棚
大同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

山西民歌与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融合

路径研究

QSNFZ25106 商量
山西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

新时代青年培根铸魂专创融合培养

模式研究

QSNFZ25107 秦书婷

山西省社会科学

院（山西省人民政

府发展研究中心）

山西加快建设青年发展型省份的路径和

对策研究

QSNFZ25108 可佳欣
山西晋中

理工学院

多维结构视角下山西青少年身心健康的

群体分化特征、影响因素及干预研究

QSNFZ25109 赵四平
山西医科大学

汾阳学院

山西省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发展轨迹、关

联机制与干预模式研究

QSNFZ25110 曹阳 中北大学
山西省青少年群体特征与身心健康

特征分析

QSNFZ25111 郭悦 山西大学
新时代高校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及

实践路径研究

QSNFZ25112 吴康妍
山西省中医药

研究院

基于大数据的青少年饮食习惯与中医

食养指导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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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NFZ25113 杨炳园 山西大学
大学生体育支教推动乡村学校体育发展

的路径研究

QSNFZ25114 谭秀娟 山西师范大学
山西省青少年意识形态特点及心理

机制探究

QSNFZ25115 李伟嘉 山西医科大学
青年人才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逻辑

与行动策略研究

QSNFZ25116 周媛 太原师范学院
积极心理学视阈下五育并举赋能山西省

青少年志愿服务研究

QSNFZ25117 马丽娜 山西师范大学
“大思政”背景下高校志愿服务类学生社

团育人功能发挥与品牌化建设路径研究

QSNFZ25118 刘俊庆 太原学院
山西省青少年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现状

与路径研究

QSNFZ25119 姚怡丹 山西工商学院
青少年志愿服务参与状况及持续性

发展研究

QSNFZ25120 张磊 山西工商学院
代际差异视域下青少年对晋商精神的认

同困境及传承解构

QSNFZ25121 陈捷 山西传媒学院
人工智能时代视域下青少年爱国主义教

育的范式重构与实践探索

QSNFZ25122 郭瑞芸 山西大学

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3+5+8”育人模

式探究——以山西大学“知行”“一站式”
学生社区为例

QSNFZ25123 苑羽
山西应用科技

学院

晋商精神融入高校“新文科”建设的

路径研究

QSNFZ25124 段磊 山西警察学院
山西鼓乐文化在大学美育教育中的多维

传承与创新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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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NFZ25125 贾兴
朔州市人民政府

发展研究中心

运用山西本土文化资源引导青少年学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

QSNFZ25126 王琦
中共山西省委

党校

社区参与的山西面塑文化艺术传承机制

创新研究

QSNFZ25127 张涛 晋中学院
山西本土文化资源在青少年研学旅游中

的传承与创新

QSNFZ25128 范建伟 太原科技大学
山西红色体育文化赋能青少年传承中华

体育精神的实践机制研究

QSNFZ25129 智青
晋中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

山西古建筑文化的青少年传统文化传承

实践研究

QSNFZ25130 刘惟炜 山西财经大学
新时代“晋商文化”赋能大学生传统文化

教育创新研究

QSNFZ25131 刘末 长治学院
晋东南古建筑文化传承与大学生文化自

信提升路径研究

QSNFZ25132 左金众 长治学院
山西古代书院文化资源之于青少年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路径研究

QSNFZ25133 贾楠 太原学院
山西青少年研学旅行的文化基因解码与

教育场景重构

QSNFZ25134 靳丹阳
山西应用科技

学院

影视创作的山西青少年地方文化

认同培育路径研究

QSNFZ25135 刘微微 山西工商学院
戏剧教育与山西地域文化资源的协同

育人机制研究

QSNFZ25136 张研 一二〇师学校
数学与其他学科赓续山西优秀传统

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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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NFZ25137 韩之阳 山西传媒学院
跨学科视域下山西传统文化资源对

青少年群体的影响研究

QSNFZ25138 武夏茹
山西晋中理工

学院

引育青年返乡就业创业助力山西乡村

振兴机制研究

QSNFZ25139 康志雄 山西警察学院
PEST框架下的山西青年科技人才

培养机制研究

QSNFZ25140 吴文新 山西大学
山西“1+N”战略下的青年高技能人才

培养机制研究

QSNFZ25141 史良
阳泉职业技术

学院

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及其青年家庭发展

问题研究

QSNFZ25142 牛亚琳
山西工程职业

学院

人口结构变迁下山西青年发展困境与

治理对策研究

QSNFZ25143 杨中婷
太原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青少年书画艺术教育与思政课程双向

融合的路径研究

QSNFZ25144 杨旭风
山西医科大学

汾阳学院

积极心理学融入大学生婚恋教育工作

体系研究

QSNFZ25145 化锚 山西大同大学

新时代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机制研究

——以《山西省青少年发展规划

（2021-2025年）》为视角

QSNFZ25146 田苗 山西工商学院
“大思政课”视域下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培养的双师联动机制研究

QSNFZ25147 苏杭 长治学院
新时代人才强省战略背景下高校青年

教师成长路径研究

QSNFZ25148 李宣慧
中共山西省委

党校

运用山西本土文化资源引导青少年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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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NFZ25149 李玲
太原师范学院

附属中学

运用山西本土文化资源引导青少年学习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研究——
以经典传习社团为例

QSNFZ25150 赵典
山西金融职业

学院

系统科学视角下高校共青团在“大思政”
背景中发挥主力军作用机制研究

QSNFZ25151 赵子恒 山西大学
共青团“社团思政”融入高校“大思政”

体系路径研究

QSNFZ25152 邓堃
山西通用航空

职业技术学院

党的青年爱国统一战线工作路径方法研

究——以山西通航职院“模拟政协”
学生社团为例

QSNFZ25153 郭靖 山西大学
山西省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

铸牢路径研究

QSNFZ25154 马晓霖 山西大学
劳动教育基地赋能大中小学思政教育

一体化的实践路径研究

QSNFZ25155 麻凯莉 山西大同大学
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与少先队教育的

对比研究

QSNFZ25156 张宏杰

阳泉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巨兴

小学校

生成式 AI的少先队思政教育活动

个性化设计与实践研究

QSNFZ25157 王齐飞 太原师范学院
美育视角下电子游戏对青少年的

审美影响研究

QSNFZ25158 关媛媛 太原师范学院
博弈论视域下“Z世代”大学生团队协作

与集体主义精神培养研究

QSNFZ25159 贾舒婷

山西省社会科学

院（山西省人民政

府发展研究中心）

高校共青团服务的在校实习生劳动权益

保障机制研究

QSNFZ25160 李晓英 山西省图书馆
人工智能背景下山西省公共图书馆服务

未成年人潜在危机管理分析及策略



— 20 —

QSNFZ25161 马振宁
中交一航局西南

工程有限公司

基于统计建模方法的国有企业青年干部

应急管理团队建设研究

QSNFZ25162 范晔 山西能源学院
共青团第二课堂助力大学生高质量充分

就业的实践路径研究

QSNFZ25163 史侠星 太原理工大学
基于农耕基地的新工科劳动教育

“三阶四维”体系研究

QSNFZ25164 王丽心

山西省社会科学

院（山西省人民政

府发展研究中心）

山西省青少年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现状

与路径研究

QSNFZ25165 刘雅芳

山西省社会科学

院（山西省人民政

府发展研究中心）

山西省共青团参与高职院校青年文化

培育的路径研究

QSNFZ25166 章妍
共青团山西省委

团校

共青团干部加强作风建设的历史演进和

现实思考

QSNFZ25167 徐静漪 太原市青少年宫
非遗活态传承与青少年文化认同的双向

构建研究

QSNFZ25168 杜晓岩 山西农业大学
引育青年返乡就业创业助力山西省乡村

振兴机制研究

QSNFZ25169 高文静 山西警察学院
山西本土文化资源背景下青少年传承传

统文化路径研究

QSNFZ25170 武文慧 山西警察学院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的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的难点与对策研究

QSNFZ25171 王越 太原工业学院
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价值意蕴和路径研究

QSNFZ25172 曹娟娟
吕梁市文水县

梧桐路小学

大思政教育背景下小学班级管理与少先

队活动的融合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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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NFZ25173 杨颖
山西水利职业

技术学院
非遗进校园的双向耦合路径研究

QSNFZ25174 王宁宁
山西财贸职业

技术学院

共青团视域下高职院校志愿服务融入

社区治理路径研究

QSNFZ25175 席斌 山西师范大学
数智时代大学生数字素养与法治素养的

共同培育路径研究

QSNFZ25176 刘筱
山西应用科技

学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美育教育的

价值意蕴和实践路径研究

QSNFZ25177 武雨佳 中北大学
乡村振兴视域下山西省体育支教志愿

服务活动创新发展研究

QSNFZ25178 王彩萍 中北大学
“大思政课”视域下高校共青团实践育人

模式探索研究

QSNFZ25179 张媛媛 长治学院
山西省高校青年群体特点与身心健康

特征分析

QSNFZ25180 于晋伟 太原学院
新时代高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

路径研究

QSNFZ25181 常鑫鑫 山西大学
德育教育视角下大学思政教育

研究分析

QSNFZ25182 乔梁 山西科技学院
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的建构与创新路径研究

QSNFZ25183 朱娟瑢
山西应用科技

学院

人工智能视域下山西省青年职业发展路

径转型与策略研究

QSNFZ25184 司家瑜
山西工程职业

学院

高职院校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现状与

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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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NFZ25185 胡寒旭 山西开放大学
基于离散选择实验的大学生

返乡就业偏好研究

QSNFZ25186 翟家慧 山西农业大学
运用新媒体增强山西省青年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获得感的路径与机制创新研究

QSNFZ25187 张雅蓉 山西大学
运用山西本土文化资源引导青少年学习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路径研究

QSNFZ25188 王玉宇 山西大学

新时代人才强省战略背景下第二课堂协

同育人体系建设及其高校基础学科人才

培养机制研究

QSNFZ25189 刘思帅 山西大学
数字赋能精准思政对增强高校辅导员与

学生谈心谈话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研究

QSNFZ25190 卢捷 山西大学
“主体——场景——技术”三维驱动的

传统文化传承创新路径研究

QSNFZ25191 李琳郁
山西工程职业

学院

“大思政”体系下高职院校共青团思想

政治工作的路径研究

QSNFZ25192 魏辉 山西警察学院

数字化背景下运用山西本土文化

资源引导青年学习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研究

QSNFZ25193 杨泽坤 山西大同大学
共青团、少先队教育和大中小学思政课

一体化建设机制研究

QSNFZ25194 李腾 太原工业学院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生网络思想道德教育

研究

QSNFZ25195 刘斌 山西医科大学
山西省共青团对青少年意识形态安全及

舆情防范的工作路径研究

QSNFZ25196 薛红娟

山西省运城市垣

曲县投资审计

中心

山西本土文化在青少年思想政治

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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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NFZ25197 马煜娟
山西省考古

研究院

山西省青少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路径探索

QSNFZ25198 李斐越
太原市尖草坪区

汇丰中学校

信息科技赋能下中小学思政课教学与

少先队活动融合的运用研究

QSNFZ25199 张斌 山西农业大学
乡村振兴背景下大学生返乡

就业创业研究

QSNFZ25200 王瑞麟 中国政法大学 知识产权与公共健康法律问题研究

QSNFZ25201 孙晓洁
山西省考古

研究院

运用山西考古研究成果加强青少年

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与路径研究

QSNFZ25202 张志婕
山西工程科技

职业大学

以山西本土文化资源引导职业本科

大学生学习传承传统文化发展研究

QSNFZ25203 巩萍

山西省社会科学

院（山西省人民政

府发展研究中心）

新时代人才强省战略背景下青年人才

培养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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