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学生资助工作思考 !"# 5

%&'()*

加快教育强国建设步伐 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 10

坚持“三个导向”推进高校巡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 ( 14

思政融入 改革驱动 提升高层次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质量

)*+ 18

中高职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目标任务、主要内容及实践

路径 , - 21

+,-.

大党独有难题的生成逻辑与破解路径

, ( . / 26

新时代加强党对高校全面领导的价值意蕴和实践路径

0 1 34

!" !"!!#"$#"%& $% '""(#'"")&

'()*+,-./

!"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 北京教育融媒体中心
$%&' 《北京教育》编辑部

!$ 李艺英 颜吾佴
(!$ 于 海 屈晓婷 丁贞栋
)*!+ 杜 华
+% 孟珍珍 刘 静 崔 鹤 铁 铮

叶红云
,+ 闫双月
-* 孟珍珍
./01 康跃红 北京市鼎知律师事务所
+23!4 张 革 王稼琼
$23(!4 王达品 郭 海 颜吾佴
256789:;<=> 于 海 王 易 王 勇 王树荫

艾四林 田红芳 包丽颖 冯 培
冯秀军 过 勇 刘 林 刘建军
许安国 孙熙国 李 明 李军锋
李晓兵 杨志成 吴潜涛 谷晓红
沈千帆 宋来新 张启鸿 张润枝
陈宝剑 赵 日

文 赵 锋 寇红江
韩宪洲 程 波 缪劲翔

&'?@ 每月25日
AB-* 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C-DE 82-482
FG 北京市西城区白广路18号

北京教育杂志社 100053
HG www.bjedu1949.com
IJKL deyuban@126.com
MN （010）51683443

（010）51683442
（010）51682646

AOPQRS&'TE ISSN1000-7997
ABUVRS&'TE CN11-1129/G4
WX 北京圣艺佳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

新时代高校基层党组织学习教育制度化的价值意蕴和实践路径

!"# $%& '() 39

新时代研究生党支部建设的实践探索

———以北京林业大学“全国高校百个研究生样板党支部”为例

* + , - . / 44

!"#$

习近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的三个维度

012 345 48

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 678 9:; 54

高校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价值意蕴、内容定位及践行路径 <=> 60

科学家精神融入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 @ A 65

%&'()*+,

“大历史观”与“大思政课”研究 BCD EFG 71

构建高校“大思政课”协同育人格局的路径研究 H1I .JK 76

善用“大思政课”推动主题教育常态化长效化 3LA 82

(-&'

思政元素融入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实践的路径研究

MNO PQR STU 86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问题与策略研究 @VW EXY 91

./+,

北京中轴线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四重维度

———以“两个结合”为基本视域 Z[\ 95

“大思政课”视域下“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教学“心”路径

] ^ E _ 100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金句”对提升高校思政课教学“话语力”的启示

`ab 3cd 109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益广告宣传

!% 北京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0

123456)%&789:;<=>?

@ABC %&DEFGHI)3JKLC

M"NOPQM9RSTU9/)*

VWU9/XY)Z[\]C

!" #$%&

高校思政课教学亟须改革创新与强化

———关于常州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复试问题的思考

!"# 115

!"#$

新时代高校学生安全志愿者队伍的建设与思考 $ % &'( 120

新时代高校红色文化育人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

———以中央财经大学为例 )*+ ,-. 123

大学生志愿服务助力红色基因传承研究 /01 127

理工科院校本科生就业现状与应对

———以北京邮电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为例 2 3 4'5 6 7 132

“三全育人”视域下强化研究生导师思想政治教育首要责任的实现路径

628 9 : ; < 136

%&'(

新时代大学生生涯发展困扰的常见类型、原因及建议 =>? 140

大学生压力管理舞动团体辅导的干预原理与作用机制

@ 0 ABC 147

)*+,-./

社会支持理论视角下高校班级辅导员新生工作定位探析

———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 D-E 152

借鉴心理咨询发展理念和技术提升深度辅导实效

FGH = I 1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