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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十月

主管：中共重庆市教委 主办：重庆市公民道德与社会建设研究中心

中心年度科研成果取得卓越成绩

中心始终围绕思想道德建设与社会发展研究、文化建设与社会发

展研究、国家治理与公民道德建设研究、社区建设与社会发展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与青少年发展研究五个研究方向展开持续的科学研究，

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优秀成绩。

在 2020 年内，中心成员孟东方教授出版乙类专著 1部，侯玲教

授和杜红副教授分别出版甲类专著 1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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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成员共发表报刊文章 3篇、论文 55篇。其中核心论文有 29

篇、普通论文有 26篇。

序号 姓名 科研成果名称 成果类型

发表刊物

（采纳单

位）

1 吴涯 “四种课堂”打造思政课实践教学有效路径 报刊文章 光明日报

2 吴涯 坚持“八个统一”明确思政理论课课程定性 报刊文章
中国教育

报

3 吴涯
把战“疫”中彰显的爱国主义精神融入思政

课
报刊文章 重庆日报

4 吴涯 主体际视域下的伦理精神 期刊论文 教师研修

5 田方林 劳动道德价值赋义生发历史的伦理逻辑 期刊论文
伦理学研

究

6 田方林 教育培训要重视哲学思维 期刊论文 企业文明

7 田方林
网络红段子的本质特征及其对宣传思想工作

的启示
期刊论文

牡丹江师

范学院学

报（社会科

学版）

8 左秋明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的程序伦理价值体系论

纲
期刊论文

伦理学研

究

9 李长泰 立德树人教育目标实现的伦理机理与路径 期刊论文
伦理学研

究

10 李长泰 王船山伦序公正观的三层建构 期刊论文 船山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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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孙杨
透视美国疫情与暴乱背后的“普世价值”—

—兼论思潮传播的语言形式化根源及其异化
期刊论文 理论探讨

12 孙杨 马克思“劳动”理论的语言哲学分析 期刊论文

佳木斯大

学社会科

学学报

13 马晓星 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实践理路 期刊论文 理论月刊

14 马晓星
“循吏”与“清流”历史之辩的政治诠释与

时代意蕴
期刊论文 理论导刊

15 马晓星
科学马克思主义观:新时代提升高校思政课

教学质量的逻辑要旨
期刊论文

佳木斯大

学社会科

学学报

16 马晓星
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书信与新时代高校思政课

教学的内在契合
期刊论文

攀枝花学

院学报

17 马晓星
政治韧性: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重

要视角
期刊论文 理论探索

18 刘寿堂
民国时期国民党党化教育思潮下图书馆学人

的政治取向分析——以杜定友为中心的考察
期刊论文

大学图书

馆学报

19 赵玉民
乡村振兴背景下不同类型农村地区优势的再

认识及精准施策研究
期刊论文 农村经济

20 邵二辉
新时代社会思潮研究范式转换：从引领到治

理
期刊论文

学校党建

与思想教

育

21 孔庆茵

.The Dilemma and Way of Fighting Climate

Change in Coastal Areas in China in the

View of Ecological Justice

期刊论文

Journal of

Coastal

Research

22 王建斌
“移情”作为正义的基础何以可能？——斯

洛特道德情感主义正义观探析
期刊论文 齐鲁学刊

23 孔宪锋 儒家文化提升企业党建“文化力” 期刊论文 重庆行政

24 孔宪锋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内在逻

辑
期刊论文

边疆经济

与文化

25 魏冰娥
朱熹理学与日本“合理主义”——从源了圆

《日本的合理主义》谈起
期刊论文

石河子大

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

学版)

26 刘忠荣 茶道与自由 期刊论文

内蒙古师

范大学学

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27 刘忠荣 构建普通高校大学生劳动教育实践课程体系 期刊论文

科学咨询

(科技·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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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杨桦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典型案例选

取三题
期刊论文 科学咨询

29 许姗姗 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创新路径研究 期刊论文
科教导刊

(下旬刊)

30 仲娜 新时代加强老干部工作的对策建议 研究报告
重庆市民

政局采纳

31 邓卓明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评价的六个维度 期刊论文
思想理论

教育导刊

32 邓卓明 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的发展 期刊论文
思想教育

研究

33 姜土生
思政课改革创新坚持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

的路径初探
期刊论文

吉林广播

电视大学

学报

34 姜土生
“8S”助推高职校内实训基地开放式管理的

应用研究
期刊论文

教育理论

与实践

35 李洪淑

Coping with the Epidemic of COVID-19 with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中文名：以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应对新冠病毒的大流行)

期刊论文

Basic &

Clinical

Pharmacol

ogy &

Toxicolog

y

36 李洪淑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中文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世界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

会议论文

Lecture

Notes in

Economics

,

Managemen

t and

Social

Science

37 李洪淑

China's strategy for global governance: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中文名：中国的全球治理策略：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会议论文

WOP in

Education

, Social

Sciences

and

Psycholog

y

38 程智 移动互联网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探析 期刊论文 时代报告

39 何勇

Reflection on Problems and Construction

of Paths in Art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中文名：高

职院校艺术教育教学存在的问题及路径构

建）

会议论文

WOP in

Education

, Social

Sciences

and

Psycho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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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40 何勇

Demand,Present Situ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Architectural Art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Broad

Concept of Cultu(中文名：从广义文化观的

视角看建筑艺术教育的需求、现状及优化）

会议论文

WOP in

Education

, Social

Sciences

and

Psycholog

y

41 周秀红
“三不朽”的实质蕴含、总体特征及时代昭

示
期刊论文 理论探索

42 周秀红
论新媒体领域统战工作的发展现状和改进策

略
期刊论文

湖南省社

会主义学

院学报

43 邵二辉

Constructing National Identity Education

through Online Platform: A Case Study of

Discovery Education for Primary Schools

in UK(中文名：利用网络平台构建国家认同

教育——英国小学《发现教育》的个案研究)

会议论文

The 20th

Internati

onal

Conferenc

e on

Electroni

c

Business.

ICEB, Hong

Kong.S.A.

R, China,

December5

-8

44 孟东方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协调推进的基本思路 期刊论文

重庆大学

学报(社会

科学版)

45 孟东方 习近平新时代文化建设观探索 期刊论文

重庆师范

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

46 邓卓明 新时代高校辅导员新媒体素养提升探究 期刊论文

学校党建

与思想教

育

47 邓卓明
我国基层干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五

个作用——基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思考
会议论文

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

观研究

48 姜土生 高校思政与党建工作融合路径研究 报刊文章
中国教育

报（理论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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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49 陈雪连 高校教育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再思考 期刊论文

教师教育

论坛（教育

学）

50 陈雪连 论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时代特色 期刊论文

教师教育

论坛（教育

学）

51 陈雪连 让爱国主义之花开得更绚丽 期刊论文

教师教育

论坛（教育

学）

52 刘洪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

究报告
其他

共青团重

庆市委采

纳

53 吴晓燕
动能转换：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振

兴
期刊论文

社会科学

研究

54 吴晓燕
补偿型经纪:村干部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角色

定位——基于苏北 B村资本下乡过程的分析
期刊论文

《河南师

范大学学

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55 吴晓燕

参与和共享:以治理创新助推现代生态农业

发展——基于广东佛冈华琪生态村项目的分

析

期刊论文 党政研究

56 吴晓燕 回眸与超越:从农村减贫到精细化治贫 期刊论文

齐齐哈尔

大学学报

（哲学社

会科学版）

57 吴晓燕 教育帮扶：培育脱贫内生动力的路径选择 期刊论文

中国教育

发展与减

贫研究

58 吴晓燕

从管理到服务：乡村治理转型的动因、困境

与对策——基于重庆市巴南区 LZW 街道 DJ 村

的分析

期刊论文
政治科学

研究

中心成员朱勋春教授、田方林教授、孔庆茵教授、王建斌副教授

各有 1 项国家社科基金。邓卓明教授、刘龙博士、孔庆茵教授各分别

参加外单位科研项目 1 项。

项 目

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负责人 经费 起讫时间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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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成员共获得 17 项科研成果奖。其中教育部 A 级二等奖获奖

一项，为邓卓明教授。重庆市第十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获奖 B级获

奖四项，分别是孟东方一等奖、邓卓明二等奖、吴晓燕三等奖、侯玲

三等奖。科研成果 C级获奖一项，为侯玲教授。科研成果 D 级获奖十

一项，分别是张晓庆 2 项、肖陆军 2 项、王勇 1 项、李晓敏 1 项、侯

玲 1项、魏冰娥 1 项、王建斌 1项、李剑 1项、左秋明 1 项。（仅列

20BK

S144

大数据时代

高校意识形

态安全治理

研究

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一般

项目
朱勋春 20

2020.06-2

023.12

20XK

S007

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

义劳动观及

其践行研究

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西部

项目）
田方林 20

202009-20

2209

20XG

J001

人类命运共

同体世界秩

序模式研究

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西部

项目）

孔庆茵 20
202009-20

2209

20FG

LB04

2

差序格局下

组织行为和

管理叙事研

究

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后期

资助）
王建斌 25

202010-20

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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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第一作者）

序

号

姓

名

本单位

合著者

排名情

况

成果名称
成果来

源
成果级别 成果取得时间

1

邓

卓

明

邵二辉

3/5、姜

土生 4/5

《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共产党引领社会

思潮研究》获第八

届高等学校科学研

究优秀成果奖二等

奖

中华人

民共和

国教育

部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A 级/二等奖
2020-12-10

2

孟

东

方

朱勋春
科学发展运行系统

建构研究

重庆市

人民政

府

重庆市第十次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 B级/一等奖
2020-12-20

3

邓

卓

明

邵二辉

5/5

中国共产党培养造

就青年干部思想与

实践研究

重庆市

人民政

府

重庆市第十次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 B级/二等奖
2020-12-20

4

吴

晓

燕

精细化治理：从扶

贫破局到治理模式

的创新

重庆市

人民政

府

重庆市第十次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 B级/三等奖
2020-12-20

5
侯

玲

弱势群体精神生活

公共性失范与重构

重庆市

人民政

府

重庆市第十次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 B级/三等奖
2020-12-20

6
侯

玲

柯佳敏

2/4、张

晓庆

3/4、吕

振丽 4/4

流浪儿童如何救

助：三种典型模式

及其特征分析

中华人

民共和

国民政

部

科研成果 C级/三等 2020-9-22

7

张

晓

庆

李若岩

2/7、侯

玲 3/7、

柯佳敏

4/7、赵

艳华 7/7

社会工作在“青年

马克思主义者培养

工程”中的运用研

究

中华人

民共和

国民政

部

科研成果 D级/一等 2020-9-22

8

肖

陆

军

习近平关于社会治

理的重要论述研究

重庆市

民政局
科研成果 D级/一等 2020-5-13

9

张

晓

庆

李若岩

2/6、柯

佳敏

3/6、侯

玲 4/6、

赵艳华

社会工作在“青年

马克思主义者培养

工程”中的运用研

究

重庆市

民政局
科研成果 D级/一等 202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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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10
王

勇

城市社区思想政治

工作探究

重庆市

民政局
科研成果 D级/二等 2020-5-13

11

李

晓

敏

建构整全意义上的

新时代扶贫工作的

对策研究

重庆市

民政局
科研成果 D级/三等 2020-5-13

12
侯

玲

柯佳敏

2/4、张

晓庆

3/4、王

志伟 4/4

流动性社会下农村

葬礼参与及其规约

新特征调查分析

重庆市

民政局
科研成果 D级/一等 2020-12-17

13

肖

陆

军

我国乡镇敬老院治

理模式改革探讨

重庆市

民政局
科研成果 D级/一等 2020-12-17

14

魏

冰

娥

儒家伦理视阈中的

特殊教育人文关怀

重庆市

民政局
科研成果 D级/二等 2020-12-17

15

王

建

斌

行政层级和区划优

化方略及其内在价

值

重庆市

民政局
科研成果 D级/二等 2020-12-17

16
李

剑

老年人互助养老的

特点、价值及实施

重庆市

民政局
科研成果 D级/二等 2020-12-17

17

左

秋

明

于理论与实践之间

探寻新时代民政与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

化着力点

重庆市

民政局
科研成果 D级/三等 2020-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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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中心主办了主题为主题为“历史大变局：非常规

形势中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的国家级会议“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

2020 年年会”。来自全国高校、党校、科研院所等 100 多家单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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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年会开幕式上，中心成员重庆师范

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孟东方教授致辞。他代表重庆师范大学对大会

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并介绍了学校基本情况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建设取得的成果。

本次年会持续了两天从 11 月 7日一直到 8 日，期间举行了一场

大会主旨报告、两场大会主题发言、三个分论坛主题发言和研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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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公民道德与社会建设研究中心 2020年 12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