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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4年度北京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课题指南

一、理论研究方向

(一)战略、重点课题(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

1.习近平关于思政课重要论述研究

2.习近平关于教育强国重要论述与高校人才培养体系研

究

3.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研究

4.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京华大地的生动实践研究

5.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创新研究

6.新质生产力理论纳入高校思政课研究

7.北京高校“大思政课”创新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8.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实践经验研究

9.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挑战与对策研

究

10.新时代高校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研究

11.生成式人工智能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及对策

研究

12.高校推进落实“时代新人铸魂工程”体制机制研究

13.新时代首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研究

14.高校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的路径研究

15.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途径研究

16.北京高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课教学情况调研与优化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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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新时代高校学科育人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18.北京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创新模式研究

请申报者在上述 18 个研究方向内选题，也可自行拟题；

课题类别由申报者自行确定。

(二)一般、支持课题

可从上述 18 个重点方向中选择一个中观、微观角度进行

选题，也可结合日常实际工作选题。题目应新颖独到，以小

见大，切忌空乏。自拟课题名称的表述应科学、严谨、规范、

简明，避免引起歧义或争议。研究内容的问题性、学理性、

实证性、针对性强，提倡多学科交叉研究。

二、应用对策研究方向

本年度应用对策研究方向课题共发布 7 项选题，每个选

题立 1 项，全部为一般课题。申请人根据自身研究领域和研

究专长按以下选题申报，选题题目和成果要求不可更改。

1.北京高校二级心理辅导站建设工作体系研究

成果要求：①研究形成高校二级心理辅导站建设标准；

②研究编写高校二级心理辅导站工作典型案例。

2.家校协同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方法研究

成果要求：①研究编写大学生心理健康家长手册；②录

制家长课堂系列短视频；③研究编写工作案例集。

3.北京高校专职辅导员职称晋升实施细则和评价指标研

究

成果要求：研究形成专职辅导员职称晋升工作办法和考

核指标体系。

4.维护北京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工作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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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要求：①研究形成北京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机制指引；

②形成高校典型意识形态事件案例汇编。

5.关于预警学生心理危机事件行为的大数据模型研究

成果要求：①综合分析近 3 年学生有关行为表现的数据，

研究发现有关学生基本特征和行为特点，形成大数据库；②

基于有关数据，提出研发通用模型的思路和解决对策。

6.高校学生心理健康监测体系构建研究

成果要求：①研究构建立足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的高校

心理健康监测体系；②形成高校学生心理健康监测工作指引。

7.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低龄化趋势、成因与对策研究

成果要求：①形成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低龄化趋势研究报

告；②形成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低龄化预防与干预工作指南。

三、决策咨询方向

1.05 后大学生思想行为新特点及教育管理对策研究

2.研究生导学关系调查研究

3.大学生群体中的突发舆情事件及其应对

4.大学生集体意识冷漠化风险与应对策略

5.大学生“网红”现象的思想政治风险及其防控

6.大学生慢就业、缓就业倾向问题调查研究

7.大学生饭圈文化的新变化及其应对

8.智媒时代大学生网络社交圈层化的风险防范与化解

9.微短剧收割青年大学生的成因、风险及应对

10.人工智能对大学生信息依赖度影响的现状研究

11.人工智能技术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现实挑战及应

对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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