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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 
————————————————————————————— 

 

大学素质教育优秀研究成果评审结果公示通知 

 

各位会员： 

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支持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部文化素质教育指导

委员会的指导下，及各位会员的积极参与下，我们于 2012 年 5—8 月组织开展了

第一届大学素质教育优秀研究成果评选工作。共收到申报项目 96 项，其中著作

22 项，论文 32 项，试验成果 42 项。 

根据《大学素质教育优秀研究成果评选办法》（2012 年 5 月发），组建了 9

人组成的评审委员会，进行了通讯评议和会议评审。对于著作、论文类成果重点

考察了作品的思想性、理论性和创新性，实践应用价值，逻辑性、严谨性和研究

方法，以及产生的社会影响。对于试验成果类，重点考察了试验项目的教育理念

和指导思想，实践成效及社会影响，机制保障，以及产生的研究成果。 

     经过严肃认真、客观公正的评审，共评选出大学素质教育优秀研究成果一

等奖 17 项，二等奖 28 项，三等奖 26 项。 

现将评审结果公示如下，并希望各会员单位采取一定的方式对获奖成果进行

公示，如校园网公示、公告栏张贴等。公示时间为 2012 年 9 月 9 日—16 日。同

时请获奖单位和个人校对获奖者信息。有何意见和建议，请于 2012 年 9 月 16 日

24:00 之前反馈给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秘书处。邮箱：

cale_2011@163.com. 

 

附件 1：第一届大学素质教育优秀研究成果获奖作品（著作、论文） 

附件 2：第一届大学素质教育优秀研究成果获奖作品（试验成果）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 

   2012 年 9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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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一届大学素质教育优秀研究成果获奖作品一览表（2012 年 9 月） 

（著作、论文） 

一 等 奖 

成果名称 获奖人 所在学校 

美丽女生---女大学生素养系列讲演集

（著作） 

王枬、钟瑞添、杨树喆、张坚 广西师范大学 

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公选课教学研究

成果---《中国旅游地理》（著作） 

赵宁曦、张耀曾、吴小根、张洪、周强、

丁蕾 

南京大学 

关于文化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的辩证

思考（论文） 

曹莉 清华大学 

中国现代大学通识教育（著作） 冯惠敏 武汉大学 

《唐诗美学精读》（著作） 李浩、田苗 西北大学 

通识教育：困境与希望（著作） 庞海芍 北京理工大学 

二 等 奖 

《大学生 GE 阅读》系列（著作） 王晓纯、吴晚云、罗学科、史仲文、王

鸿博、张轶 

北方工业大学 

1．从合唱的角度谈审美价值取向 2．合

唱教育的生命属性（论文） 

马梅 北京化工大学 

大学国文读本（著作） 张健、戴伟、赵雨、郭景文、申亚男 北京科技大学 

宋词是黄昏的窗棂（著作） 侯长生 长安大学 

大学文化精神引论（著作） 王志强、赵玉娟、王一波、李玉光、关

浩、张祖立 

大连大学 

《大学书法》（著作） 莫小不、翁志飞、夏一鹏、汪永江、倪

旭前、朱珺 

杭州师范大学 

以人为本 构建优化合理的文化素质通识

教育选修课程体系（论文） 

董宇艳、张红岩 哈 尔 滨工 程大

学 

《信息素质论》（著作） 宋明武、杨世松、钱尧山、邹宏、骆雷

飞、袁博 

解 放 军信 息工

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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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运动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著

作） 

唐闻捷、陈庆健、陈莉、李海哲、刘海

平、王小同 

温州医学院 

博学于文丛书（著作） 夏江敬、李俊、郭建平、朱梅梵、黎江

东、安江涛 

武汉理工大学 

美国大学课程思想的历史演进（著作） 郭德红 中央财经大学 

建国后十年中国大学人文学科的变革（著

作） 

庞振超 郑州大学 

《教育性的回归：高等职业教育的当代命

题——基于诗教美育的实践选择及其策

略》（论文） 

朱利萍 浙 江 经济 职业

技术学院 

三 等 奖 

论重构通识教育下的大学主体目标的意

义（论文） 

唐帼丽 北京化工大学 

谈高校生命价值教育的目标（论文） 周宏岩 北京化工大学 

高职院校文化素质教育改革与实践（论

文） 

蒋宗珍 重 庆 第二 师范

学院 

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建设探索（论文） 李清、杜彩素、张欣华 大连大学 

应用型法律人才素质教育与培养模式研

究（著作） 

钟铭佑、周世中 广西师范大学 

《地方高校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的构

建》系列论文（论文） 

曹霞、李群英 广西师范大学 

构建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体系的调研与思

考（论文） 

张红岩 哈 尔 滨工 程大

学 

“转识成智”与大学德育（论文） 刘贵祥、孙董霞 兰州大学 

检索式学习：意义、方式与发展（论文） 王怀诗 兰州大学 

高校电子类大学生创新及就业能力培养

研究（论文） 

柴明钢、陈敏 南昌航空大学 

1．在音乐艺术实践中探索艺术教育与素

质教育关系 2．论通识教育视野中的音乐

初海伦 上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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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教育（论文） 

研究生德育中的音乐素养培育途径和作

用探析（论文） 

王思思 上海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文化素质品牌讲座系列出

版物（著作） 

黎荔、丘进、程光旭、徐忠锋、王宏波、

卢黎歌 

西安交通大学 

发挥资源整合优势，全面提升国家大学生

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功能（论文） 

杨琳、何茂刚、程光旭 西安交通大学 

财经类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之探索（论

文） 

林光彬、贾雪峰 中央财经大学 

高职人文素质教育的长效机制探赜（论

文） 

应金萍 浙 江 工商 职业

技术学院 

网络环境与大学生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培

养（论文） 

戴国立、孙林 郑州大学 

 
 

 

 

 

 

 

 

 

 

 

 

 

 

 

 

 

 

 

 

 

 

 

 



5 
 

附件 2： 

第一届大学素质教育优秀研究成果获奖作品一览表（2012 年 9 月） 

（试验成果） 

一 等 奖  

成果名称 获奖人 所在学校 

深度发展第二课堂，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

助推学生文化素质的全面提升 

张彦、阮草、李祎、袁锐、孙燕君、宋

鑫 

北京大学 

以课程建设为载体，发挥课堂教学对学生综

合素质培养与提高的主渠道 

王恩哥、方新贵、李祎、宋鑫、王海欣、

强世功 

北京大学 

 

德才兼举、身心并重，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改

革实践 

李和章、杨海、仲顺安、阎艳、仇芳、

姜艳、赵满 

北京理工大学 

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依托课程体系的理论

构建与实践探索 

杨德森、董宇艳、孔德生、张红岩、刘

蓓蓓、王婧 

哈尔滨工程大学 

 

基于多校共享互融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

模式探索与实践 

郑大俊、蒲晓东、赵宇、边霞、刘晓静、

吴胜兴、蔡正林、关蕾 

河 海 大 学 / 南 京

航 空 航 天 大 学 /

南京师范大学南

京医科大学 

大学生音乐文化教育与实践 

 

张静波、王靖华、吕晓一、陈晓艳、郑

昱、曹晨 

南京大学 

 

大学生母语文化素质教育研究与改革 陈洪、李瑞山、周志强、冯大建、林晨、

张静 

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数学文化课程的建设与推广 

 

顾沛、张效成、李军、赵红梅、白晓棠、

王兆军 

南开大学 

 

通识教育改革与实践 

 

徐飞、江志斌、陈业新、鲁莉、田冰雪、

杨西强 

上海交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本科生书院建设的实践探索 卢天健、宫辉、徐文雄、张莹、薛周利 

 

西安交通大学 

 

以培养现代“和谐职业人”为目标的高职文

化素质教育创新实践 

俞步松、邵庆祥、葛军燕、潘军、姜宇

国、郑芝玲 

浙江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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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等 奖 

北京科技大学人文素质类选修课研究

型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以“中国传

统社会与文化”为中心  

李怡、王立群、赵雨 

 

北京科技大学 

 

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建设 

 

赵雨、陆俊、薛庆国、申亚男、张健、王

伟 

北京科技大学 

 

生态科考实践素质活动的组织开展 周连景、王征、雷笑、韩姗杉、王一飞 北京理工大学 

特色型大学素质教育模式的研究与实

践 

温向明、孙洪祥、王欢、刘春惠、任雄飞、

兰玉 

北京邮电大学 

大连大学素质教育试验研究报告---素

质教育理念重塑、流程再造与载体创新 

王洪斌、赵亚平、冯大同、王兆东、蔡芳

萍、张家翾  

大连大学 

 

以基地建设为主渠道的高素质人才培

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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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审美文化素质教育通识课《美术鉴

赏》教学模式的改革与探索 

屈健、陈华、张哲、陆宝新、庞永红、张

乐 

西北大学 

 

三 等 奖 

构建素质教育实践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敬枫蓉、谢明元、袁世斌、潘光林、铙华、

祖霞 

成都信息工程学

院 

高职院校素质教育主体课程的优化及

其教学效能的提升 

邹渝、江净帆、蒋宗珍、张向华、杨洲 

 

重庆第二师范学

院 

立体化辐射式人文素质教育体系的构

建与研究 

张从容、邵俊峰、姜中才、魏刚、王言锋 大连大学 

 

人的全面发展与黑龙江省大学生理想

人格构建的理论与模式研究 

杨晓梅、孙云霞、郑文宝、苏光、周立平 黑龙江工程学院 

 

“十年磨剑”—非音乐专业大学生器乐

演奏与管乐行进技术对学生个体发展

的作用 

金凤、程鸣凤、夏彬、吕俊、尹松、梁晔 江西师范大学 

 

英才砺剑学员综合素质培育实践平台 闫海、邹宏、姜挺、张卫东、龚志辉 解放军信息工程

大学 

自主组织系列讲座提升大学生的综合

素质 

李川勇、李学潜、刘玉斌、孙骞、季纳新、

满荣 

南开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