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社科联2023年度人文社会科学课题合作专项拟立项名单

鲁台文化联结研究专项（共7项：经费资助7项）

序号 课题名称
课题
负责人

工作单位 得分

1 齐文化在台湾的传播发展研究 巩曰国 山东理工大学 92.20 

2
借鉴在台发展经验鲁菜文化“走出去”战
略研究

李甲 青岛滨海学院 91.40 

3
“武缘”认同视域下的鲁台武术文化渊源
及其交流交往研究

张茂林 山东体育学院 91.20 

4 台湾民间信仰文化的山东渊源研究 韩晓濛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山东行政学院）

90.80 

5
我国台湾本科层次技职教育发展对山东职
业教育的启示研究

巩象忠 淄博职业学院 90.60 

6 儒家思想在台湾的传播发展 李小涛 山东博物馆 90.40 

7 水浒文化在台湾的影响 孙琳 菏泽学院 90.20 

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研究专项（共16项：经费资助16项）

序号 课题名称
课题
负责人

工作单位 得分

1
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的政党协商效能研
究

黄秀玲 菏泽市政协 88.71 

2
共同富裕视域下民营企业家思想政治引领
研究

刘树升
山东省社会主义学
院

87.86 

3
新时代统一战线凝聚政治共识实践路径研
究

梁栋 济南大学 87.29 

4
协商式监督对于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
论价值及其实践路径

李汇 齐鲁师范学院 87.14 

5
新时代统战领域风险隐患防范化解机制研
究

李真真 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87.00 

6
基于公共参与度的德州域内少数民族流动
人口的城市社区化程度研究

冀景 德州学院 86.57 

7
统一战线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效能研
究

张淑兰 山东大学 85.57 

8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机制研究——基
于文化认同的视角

杨帆
山东省社会主义学
院

85.29 

9 德廉文化融入民主党派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段青英 农工党山东省委会 84.86 

10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基层实践研究
——以潍坊市为例

于海元 中共潍坊市委党校 8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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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山东省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路径研究

魏建平 潍坊学院 84.57 

12
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发挥高校智力助推民
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杨毅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
学院

84.57 

13
统一战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
要作用研究

孙运军
山东省社会主义学
院

84.43 

14
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防范化解统战领域
风险隐患机制研究

张家铭
山东省社会主义学
院

83.43 

15 廉洁文化融入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研究 罗汶君 中共德州市委党校 83.43 

16
重要性契合性启示性——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与统战工作耦合研究

孔聪
济宁市社会主义学
院

82.71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研究专项（共23项：经费资助23项）

序号 课题名称
课题
负责人

工作单位 得分

1
“健康中国2030”战略视角下高校急救教
育普及推广策略研究

高红娜 滨州职业学院 88.40 

2
卫生、教育、体育三位一体融合推进山东
省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防控路径与策略研
究

于少泓 山东中医药大学 88.20 

3
老年人吸烟和二手烟暴露与抑郁症状相关
性研究

陈仁友
山东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87.80 

4
关口前移背景下青少年主动健康行为促进
策略与干预研究

陆贝 潍坊学院 87.80 

5 长寿医学专家的自我健康管理方法研究 聂庆喜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附属省立医院

87.60 

6
以行为改变轮理论为基础的社区居民安宁
疗护认知教育干预模式的构建及实证研究

许翠萍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山
东省千佛山医院）

87.60 

7 女性更年期健康教育策略的路径研究 张瑞雪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87.60 

8
全周期生命健康促进式乳腺癌患者疼痛管
理与健康教育综合策略研究

崔永春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附属肿瘤医院

87.40 

9
基于治未病理念的中医药健康促进对健康
素养水平提升的效果评价研究

宋艳华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
属医院

87.40 

10
山东省中小学校卫生保健资源配置现状调
查研究

马敏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87.20 

11
基于健康传播策略的农村居民慢性病防治
素养提升研究

李瑞
山东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87.20 

12
新媒体视域下中医药健康文化科普机制研
究

杨同章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
科学校

86.80 

13
健康传播学视角下的生活方式医学实践路
径研究

王孝勇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附属省立医院（山
东省立医院）

86.60 

14
基于网络互动平台的健康教育在妊娠期糖
尿病高危孕妇中的实证研究

解瑞宁 济宁医学院 8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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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华传统食养文化助推健康教育的策略研
究

张炳文 济南大学 86.40 

16
积极老龄化背景下社区老年人数字健康素
养现状及提升策略研究

孙凤英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85.80 

17
积极老龄化视域下老年用户画像的构建及
健康促进行为影响机制研究

王红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山
东省千佛山医院）

85.20 

18
基于GYTS标准的泰安市青少年烟草使用现
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孟凡亮
泰安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84.00 

19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消化系统肿瘤患者营养
素养提升策略研究

陈园园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83.80 

20
山东省医疗机构中药服务能力“扬优强弱
补短”路径研究

张军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
院

83.60 

21
基于健康教育的青少年心理问题“防筛治
”策略研究

龚元东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
心

83.60 

22
利用健康大数据提升社区健康教育与管理
水平的研究

张丽艳
莱西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80.40 

23
以健康促进行动提升居民健康素养的策略
研究

刘畅 滨州职业学院 80.00 

孔繁森精神研究专项（共25项：经费资助15项，经费自筹10项）

经费资助（15项）

序号 课题名称
课题
负责人

工作单位 得分

1 孔繁森调查研究方法及其启示研究 张吉舜 中国海洋大学 92.00 

2
儒家文化视野下孔繁森精神研究——《孔
繁森日记》解读

李平 聊城大学 91.57 

3 孔繁森党性观的历史生成与时代价值研究 李英梅 聊城市技师学院 90.29 

4 孔繁森的公仆观研究 赵青 聊城市技师学院 89.71 

5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视角下孔繁森精
神的形成与价值

韩晓辉 中共聊城市委党校 89.71 

6
孔繁森精神引领新时代党员干部政德建设
研究

孙健 山东科技大学 89.71 

7 融媒体时代孔繁森精神传播创新策略研究 华霞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89.57 

8 孔繁森精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蕴研究 刘俊萍 聊城市技师学院 89.29 

9 孔繁森精神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 王赛男 山东师范大学 89.29 

10
新时代基层社会的治理逻辑和动力源泉
——基于孔繁森廉洁奉公忠诚为民的党性
观研究

盛振江 山东警察学院 8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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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孔繁森精神的美育意蕴在德育中的融入研
究

杨树虹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88.57 

12 孔繁森廉洁观研究 王德勇 山东建筑大学 88.57 

13 新时代孔繁森精神国际传播路径研究 刘云霞 聊城大学 88.14 

14
孔繁森精神融入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培育的路径创新研究

韩秀婷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88.00 

15 孔繁森精神融入大学生廉洁文化教育研究 程清斌
聊城高级工程职业
学校

87.29 

经费自筹（10项）

序号 课题名称
课题
负责人

工作单位 得分

1
孔繁森精神涵养“人民至上”理念的逻辑
理路研究

齐敬席 山东开放大学 83.00 

2
孔繁森精神助力城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实践路径研究

张云 聊城大学 83.00 

3
孔繁森精神与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传承
与创新研究

曹秀伟 中共聊城市委党校 82.71 

4 儒家思想视域下孔繁森政德观研究 张健 中共济宁市委党校 82.57 

5 孔繁森自我革命品格研究 赵传华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82.43 

6
大党史观视域下孔繁森精神的实践路径研
究

陈军 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82.29 

7 孔繁森自我革命的价值意蕴研究 田红玉
聊城高级财经职业
学校

82.29 

8
孔繁森精神与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融合
路径研究

闫爱华 山东工程技师学院 82.14 

9
孔繁森精神融入职业院校廉洁文化建设研
究

孙明辉 聊城市技师学院 82.14 

10
文化自信视域下孔繁森精神融入高校外语
课堂的路径研究

赵一昊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81.71 

高校德育教育研究专项（共69项：经费资助39项，经费自筹30项）

经费资助（39项）

序号 课题名称
课题
负责人

工作单位 得分

1
大数据背景下山东省大学生心理危机家校
联动预警机制的构建与干预策略研究

郑德伟 潍坊医学院 91.71 

2
大数据时代高校网络舆情嬗变与应对策略
研究

杜艳 济南大学 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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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数据背景下网络语言对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效能影响机制研究

杨道杰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
科学校

91.00 

4
新时代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现状与优化策
略研究

孙天蕾 山东师范大学 90.86 

5
新媒体时代高校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教育
方法与途径研究

杨丽娜 山东交通学院 90.29 

6
全环境立德树人视域下数字赋能高校思政
育人的路径研究

欧阳德龙 山东师范大学 90.29 

7
算法推荐时代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面临
的现实困境及应对策略研究

尹丛丛 山东管理学院 90.17 

8
全环境立德树人视域下大学生就业诚信指
标体系与预警模型构建研究

殷程程 山东工商学院 90.14 

9
时代楷模精神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路
径研究

许中美 聊城大学 90.14 

10 算法条件下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引领研究 初春 淄博职业学院 90.00 

11 数字技术赋能高校精准思政研究 朱艳菊 山东建筑大学 90.00 

12
“00后”大学生思想观念和行为倾向分析
研究——以山东省在校大学生为例

李芳菲 德州学院 89.86 

13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教学素养提升研究 李晓云 山东师范大学 89.86 

14
冀鲁豫边区红色文化引领大中小学思政育
人一体化研究

沙志慧 聊城大学 89.86 

15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形象塑造研究 孙晓桐 山东师范大学 89.71 

16
数字时代劳动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
理论重构与实践路径研究

孙萌萌 中国海洋大学 89.71 

17 算法推荐赋能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隋灵灵 山东建筑大学 89.57 

18 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提升研究 张莹 山东师范大学 89.57 

19
融媒体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现状及教育
创新策略研究

李慧娟 山东财经大学 89.43 

20
全环境育人视域下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效能提升研究

杜鹏 潍坊科技学院 89.43 

21 新时代高校“微思政”育人模式构建研究 王景瑞 山东大学（威海） 89.29 

22
新时代大中小学生网络文明素养一体化培
育研究

徐璐 曲阜师范大学 89.14 

23
“大思政课”背景下完善高校课程思政与
思政课程协同育人机制研究

杨彩霞 潍坊学院 89.00 

24
“四史”教育有效融入高职院校“00后”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

王慧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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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批判性思维课程论
证式案例教学研究

李圣强 潍坊科技学院 89.00 

26
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路径研
究——以济南市历城区为例

王春华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
学院

88.86 

27
齐鲁文化孕育下的理工科大学生品德和人
格发展有效路径研究

常翠鸣 齐鲁理工学院 88.86 

28 新时代大学生就业思想现状及对策研究 刘梅月 山东科技大学 88.86 

29
网络环境下高校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效能提
升研究

苗贵娜 齐鲁工业大学 88.71 

30
“双碳”战略背景下环境工程技术专业课
程思政与教学改革研究

李雯雯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88.43 

31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高校教
育实践机制建设研究

刘丙元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88.29 

32 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效能提升研究 王国华 青岛理工大学 88.29 

33
文化自信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
校思政教育的有效路径研究

辛冰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88.29 

34
智媒视域下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效
性研究

赵锋 山东交通学院 88.14 

35
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
研究

陈慧文 山东农业大学 88.14 

36 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效能提升研究 刘征 齐鲁工业大学 87.86 

37
地方高校师范生师德培育机制及实现路径
研究

张金凤 菏泽学院 87.86 

38
网络舆情视角下高职院校“四维协同”大
思政育人体系构建与实践研究

王红玉 潍坊职业学院 87.57 

39
“名师整合+内容嵌入+数字共享”的高职
院校思政名师主课堂大课模式研究

段清正 菏泽家政职业学院 87.29 

经费自筹（30项）

序号 课题名称
课题
负责人

工作单位 得分

1
伟大建党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实践研
究

孙良运 齐鲁师范学院 84.67 

2
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育人体系发展建设
路径研究

李建庆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
学院

84.33 

3
耦合互嵌：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
的运行机制研究

董艳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84.00 

4
“两创”视域下中华优秀商文化育人路径
探索与实践研究

王滢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
学院

84.00 

5
ChatGPT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风
险挑战与应对策略研究

焦立涛 青岛黄海学院 8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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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基于学生视角的课程思政实施路径研究 陈肖微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 83.67 

7
职业本科院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效能提升
策略研究

郑伟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
术大学

83.33 

8
中华传统文化两创融入高校教学的路径分
析

钟睿 山东传媒职业学院 83.33 

9
网络群体极化背景下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的对策研究

娄晓静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
学院

83.00 

10
基于CIPP评价模式的高校思政课育人成效
评价体系建构与实证研究

栾琮聪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83.00 

11
基于“师文化”的市域大中小幼课程思政
联合体建设研究

张宝伟 东营职业学院 83.00 

12
高校《大学英语》课程思政育人实效性研
究

李鑫 鲁东大学 83.00 

13
新媒体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实
效性研究

朱民强 济宁医学院 82.86 

14
儒家美德伦理视域下高校思政课育人有效
性研究

谢狂飞 枣庄学院 82.71 

1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山东高校实
践路径

刘娇 泰山职业技术学院 82.67 

16
大中小学思政教育劳动教育与科技创新素
养提升一体化建设研究

陈晓 泰山学院 82.67 

17
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功
能价值与实现路径研究

高小晨 山东石油化工学院 82.57 

18
基于“设计-平台-评价”模式的高校“大
思政课”育人成效研究

赵景阳 泰山学院 82.57 

19
融媒体视角下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效能
提升研究

曲娜 泰山学院 82.57 

20
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辅导员
育人工作路径研究

李飞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82.17 

21
融媒体视阈下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效能
提升策略研究

付沛沛 山东英才学院 82.00 

22
地方红色资源赋能“大思政课”建设的实
践路径研究

吴修荣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82.00 

23
融媒体背景下红色文化提升高校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效能研究

张树秀
济南幼儿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

81.86 

24 高校教师师德失范防治研究 刘海亮 山东警察学院 81.71 

25
基于核心素养提升的思想政治理论课项目
式教学研究

张业蕾 临沂大学 81.71 

26
文化“两创”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
值意蕴与践行路径研究

胡宝胤 齐鲁理工学院 81.71 

27
“两创”视角下大学生工匠精神践行体系
培育研究

贾德芳 山东建筑大学 8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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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融入山东高校
思政教育的路径研究

朱秋华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
学院

81.43 

29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健康教育研
究

孙明霞 山东职业学院 81.43 

30
运河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策
略研究

范惠 烟台大学 81.29 

文旅融合发展提档升级研究专项（共50项：经费资助20项，经费自筹30项）

经费资助（20项）

序号 课题名称
课题
负责人

工作单位 得分

1
黄河文化视域下“讲好山东故事”赋能文
旅融合的路径研究

宋志君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93.00 

2
自媒体推动山东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机
制研究

张艳青 青岛科技大学 92.60 

3
大数据视域下的山东文化体验廊道旅游景
区营销模式创新研究

周海磊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
技术学院

91.80 

4
以文旅智慧学习工场深化文旅产教融合策
略研究

卓丽娜 山东女子学院 91.80 

5
文旅融合背景下运河文艺资源研究——以
京杭运河山东段为中心

马子清 山东省作家协会 91.80 

6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山东省海洋
旅游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李月如 青岛科技大学 91.80 

7
山东区域性文化品牌建设研究-以汉画像
石为例

鲁永 济宁学院 91.80 

8 山东乡村旅游品牌提升策略研究 张嫣格 济南大学设计学院 91.40 

9
产教融合背景下文旅专业的中国特色学徒
制培养模式研究

赵娟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
学院

91.40 

10 研学旅行赋能文化旅游和乡村振兴研究 张晗 泰山学院 91.00 

11
省属国有文旅企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机制研
究

刘清越 山东建筑大学 91.00 

12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山东省海洋
旅游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孙启政 鲁东大学 91.00 

13 山东研学旅行发展趋势与体系设计研究 刘芳 齐鲁师范学院 90.80 

14
数字化赋能文化活态传承与消费新模式研
究——以“山东手造”为例

周红云 山东女子学院 90.80 

15 山东乡村旅游品牌提升策略研究 张芳丽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90.60 

16
山东省康养旅游目的地品牌建设与推广策
略研究

尹萍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
技术学院

9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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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山东乡村旅游品牌提升策略研究 林思岐 山东管理学院 90.40 

18 山东省文化旅游产业转型升级路径研究 唐晓伟 齐鲁师范学院 90.00 

19
文旅融合下黄河山东段文化资源整合与旅
游活化研究

吕文佼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88.40 

20
黄河文化旅游品牌提升策略研究——以菏
泽为例

许静华 中共菏泽市委党校 88.20 

经费自筹（30项）

序号 课题名称
课题
负责人

工作单位 得分

1
政企协同助力农旅产业振兴——对高青扳
倒井跟踪数据研究

刘玉辉 淄博职业学院 89.20 

2
山东开埠历史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耦合机
理研究——以烟台为例

王磊 烟台大学 88.60 

3
“两创”背景下胶东革命文化研学发展研
究

李沛茜 烟台职业学院 88.40 

4 山东乡村旅游品牌提升策略研究 李军红
山东财经大学文学
与新闻传播学院

87.80 

5
文旅深度融合背景下沿胶济铁路线文化体
验廊道构建研究

刘娜 山东女子学院 87.60 

6
乡村振兴视域下山东农业文化遗产旅游活
化机制研究

刘敏 泰山学院 87.60 

7
文旅融合视域下青少年综合实践基地托管
化运营模式研究

陈海华 济宁医学院 87.40 

8
文旅融合视域下省域馆藏革命文物和革命
文化线路沉浸式整合展示研究

杨秋雨 山东博物馆 87.40 

9
文旅高质量发展视域下山东手造数字化活
态传承研究

孟琳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87.20 

10
“好客山东”引领下乡村康养旅游品牌提
升策略研究

孟昕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
学院

87.20 

11 山东文化贸易发展现状及策略研究 刘志
山东省商务发展研
究院

87.20 

12 文旅融合视角下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研究 王晓玉 中共乳山市委党校 87.00 

13
大数据审计赋能“智慧文旅”公共服务高
质量发展研究

卞珅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87.00 

14
基于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视角的文旅人才
梯队建设体系研究

曹卉 泰山学院 86.80 

15
数字时代Live2D在县域博物馆文创产品营
销中的应用研究

王欣 潍坊理工学院 86.40 

16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山东省海洋
旅游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闫祥青
山东省旅游工程设
计院有限公司

8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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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山东手造”的文化创意设计提升策略研
究

楚振龙 山东管理学院 86.20 

18
山东省贸易数字化的现状、趋势和发展路
径研究

赵延青
山东省商务发展研
究院

86.20 

19
数字赋能“沿黄”非遗文化展示的情境共
创研究-以山东段为例

刘鹏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86.00 

20
产教融合背景下文旅专业的中国特色学徒
制培养模式研究

车信超 威海职业学院 86.00 

21
数字赋能山东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
研究

潘蕾 潍坊职业学院 85.80 

22
数字时代博物馆策展变革的研究——以山
东博物馆数字展览为例

陈珊珊 山东艺术学院 85.80 

23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山东省农文旅产业深
度融合发展研究

刘淑欣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85.60 

24
校企协同机制下高校文旅专业双师型教师
培养模式与实施路径研究

马保烈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85.40 

25 山东省跨境数字贸易发展现状与趋势研究 王群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85.40 

26
产教融合共同体下旅游管理类专业实践教
学体系研究

张士彬 山东建筑大学 85.20 

27
产教融合背景下文旅专业的中国特色学徒
制培养模式研究

王燕 齐鲁师范学院 85.20 

28 县级交通旅游廊道建设研究 杨锡磊 沂水县交通运输局 85.20 

29 文旅行业赋能乡村振兴产业学院建设研究 卜繁鸿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
学院

85.00 

30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山东省海洋
旅游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燕梅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8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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