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哲学的探索创新”研究生

论坛获奖名单

此次“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哲学的探索创新”研究生论坛共

收到论文 449 篇，经过主办方前期邀请的相关专家评审及论坛当日点

评专家的点评，最终评选出一等奖 5 名，二等奖 10 名，三等奖 15 名，

优秀奖 45 名。现将评选结果公示如下：

一等奖

序号 作者 单位 题目

1 段光鹏 中国人民大学
“讲好中国制度故事”：立场、困境与

策略

2 揭祎琳 中国人民大学
20世纪 50年代戏曲改革中的新与旧—

—以“改戏”为例

3 葛世林 复旦大学
论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提升的四重维

度

4 吕明洋 中国人民大学 论中国精神与哲学境界的内在契合性

5 李晨 南开大学
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及其当

代价值

二等奖

序号 作者 单位 题目

1 於天禄 清华大学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群众监督思想演进的

历程、规律与启示



2 马文武 大连理工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治理的文化根因

及当代构建

3 孙姝琳 西南大学

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在

解放区的传播及反响--以延安《解放日

报》为考察中心

4 付玉蓉 长安大学
预防为主与群众性卫生运动相结合——

陕甘宁边区乡村卫生防疫再认识

5 王仪 厦门大学
社会关系批判的乌托邦风险——青年卢

卡奇与霍耐特批判思路评析

6 尤文梦 南京师范大学
提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时效的原则剖析

——基于《共产党宣言》的文本视域

7 杨苹苹 中国人民大学

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制度

结构与治理危机——基于美国社会积累

结构学派的分析

8 王晶莹 长安大学

5G视域下马克思分工思想及其价值—

—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工思想

的思考

9 杨萍 西南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图像的育人路径探析

10 高鹏 山东大学
“精准供给”理念融入思政教育的理论

逻辑与实践策略



三等奖

序号 作者 单位 题目

1 黎日明 陕西师范大学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的着力点——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

角

2 桑延海 河海大学
新时代生态文化的内涵、建设路径及意

义探析——兼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3 李丹梦 复旦大学
党的意识形态理论传播的逻辑特色与路

径选择

4 侯汪礼 郑州大学 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灾荒救助初探

5 石丹 西南大学
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对城市治理的探索

及现实启示

6 王能晓 山东理工大学
中国红色出版物海外传播存在的问题及

对策研究

7 王琳 长安大学

马克思对人和自然对象性关系的探索

——基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语

境的研究

8 邢志宇 河海大学 人工智能发展现代性困境及其哲学思考

9 王丽 四川大学
阿尔都塞对“历史合力论”的批判再批

判



10 武豹 安徽大学 网络直播亚文化：表征、症结与治理

11 王莉丽 新疆师范大学 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的实践路径探析

12 毛羽 长安大学
主流媒体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中的

创新路向——以《新闻联播》为例

13 李俊鑫 南京大学
颠倒的社会意识——马克思关于黑格尔

辩证法的社会历史性批判

14 张宁 兰州大学
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及其现

实启示

15
李文勇、李

超梅、林华
华中师范大学

马克思人的需要理论的双重向度及其当

代价值——基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的文本解读

优秀奖

序号 作者 单位 题目

1 李丹 长安大学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的多重逻辑

2
杨小平

谭聪
重庆邮电大学

网络流行语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

究

3
刘妃

孙洲
南京师范大学

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视觉化转

向：困境与出路



4 李娜 华中师范大学
从娱乐模式到公共教育层次：思想政治

教育对抖音的运用路径探究

5 刘鸿畅 华中师范大学
90后青年画像:疫情大考下中国青年价

值观群体特征研究

6
王晓玉

苏国红
安徽工程大学

社会转型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

困境与实践

7 闫艳 华中师范大学 新时代高校德育与美育耦合育人探赜

8 文雯 长安大学
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价值

与路径

9 张艳霞 兰州大学
新冠疫情下大学生志愿文化的理论特质

与实践对接

10
武文豪

岳松君
山东大学

1949-1966：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

领导应对疫情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

11 李跃 辽宁大学 民主革命时期党的民族工商业政策研究

12
吴亚辉

田凯妮
西南大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平效率观的

历史考察

13 王记兵 山东大学
毛泽东关于党的思想建设理论及其当代

启示

14 阮小霞 长安大学 《毛泽东选集》版别的考证

15
吴小炜

潘何琴
广西师范大学

中国道路视域下中共百年“革命”观审

视



16 毛楠楠 长安大学
延安时期党外人士座谈会形成的历史考

察

17 张丽菁 长安大学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新秧歌运动的特点

18 张彤 长安大学
从历史角度试析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

—以陕甘宁边区“三三制”为例

19 林超群 厦门大学

危机治理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

性的四重维度解读——基于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的视角

20 吴炜生 上海交通大学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

工作的重要思想的三重逻辑

21 赵信彦 山东大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传统文化底蕴三维论析

22 张萍 长安大学
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论述

的人民性——基于政治价值维度的研析

23 王雪 苏州大学
国家治理与社会自治由相容走向相融—

—从此次疫情防控视角出发

24 张丹鸽 长安大学

党的制度建设与国家治理体系创新主线

——从党的十八大到十九大理论创新的

逻辑与结构

25 杨帆 东南大学
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基础、文化

渊源与实践逻辑



26 曾星星
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党的政治建设路

径探析

27
赵景刚

马双双
长安大学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历史演进、价值

意蕴和现实启示——基于调查研究工作

的视角

28 雷洪鸣 重庆大学 墨子公正观及其当代价值探析

29 郗方圆 山东师范大学
孔子君子人格对时代新人理想人格养成

的启发

30 廖晓诱 海南大学

道家以“道”为轴的多维思想蕴涵及其

现代意义——基于《道德经》的文本考

察

31

杨思远、吕

奕骅、王大

庆

中共浙江省委

党校

超越：马克思对康德宗教批判的“批判”

——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32 牛婷婷 重庆大学
主体性观念的历史变革 ——以货币交

换为视角的分析

33 屈直
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运思逻辑：从“哲

学批判”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

基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考察



34 魏凌云

亓光

中国矿业大学

西方政治马克思主义话语框架的解释性

反思——以“过渡-危机”之争的论证为

例

35 杜靓
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

对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批判的解读——

基于《后现代主义的幻象》

36 储成君 南京大学 劳动之美的理论内涵与实现路径刍议

37 王莉 重庆大学
马克思实践观形成的历史进路——基于

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理论考察

38 陈若芳 上海交通大学
数字经济新特征及实质：一个政治经济

学视角的解析

39 王薪岩 天津师范大学
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的马克思主

义？——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批判

40 邢瑞敏 长安大学

自然——人——社会：从《关于费尔巴

哈的提纲》看马克思实践思维方式的生

态导向

41 孙昊鹏 上海财经大学 大数据时代人的发展研究述评

42 刘祯岩 南开大学
《共产党宣言》基本思想中的唯物史观

原理探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