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漆国江
周素园人
格魅力的
当代价值

非立项项
目

论文 哲学
毕节学院
学报

2013，
（10）

一般 月刊

2 汤宇华

新建本科
院校文化
传承创新
路径探索
——以毕

贵州省
2012年社
科规划项
目

论文
马克思主
义理论

毕节学院
学报

2013，
（5）

一般 月刊

3 汤宇华

毕节学院
大学文化
建设的理
论与实践

贵州省
2013年社
科规划项
目

论文
马克思主
义理论

毕节学院
学报

2013，
（9）

一般 月刊

4 卢玲
党的统一
战线与周
素园的成

非立项项
目

论文 政治学
毕节学院
学报

2013，
（10）

一般 月刊

5 卢玲
浅析水西
彝族土司
睦邻措施

非立项项
目

论文 历史学
毕节学院
学报

2013，
（3）

一般 月刊

6 卢玲
孙中山三
民主义思
想探析

非立项项
目

论文 政治学 人民论坛
2013，
（8）

核心 旬刊

7 卢玲

“低薪”助

长了清代“

公务员”的

贪污风

非立项项
目

论文 政治学 兰台世界
2013，
（10）

核心 旬刊

8 卢玲

毕节红色
文化在《
中国近现
代史纲要
》课教学

非立项项
目

论文 教育学
今日中国
论坛

2013，
（10）

一般 月刊

9 卢玲

目前高校
中国近代
史教学存
在的问题

非立项项
目

论文 教育学
赤峰学院
学报

2013，
（8）

一般 月刊

10 唐碧君
周素园“
同心”思
想及其启

非立项项
目

论文 政治学
毕节学院
学报

2013，
（10）

一般 月刊

11 李静

基于周素
园事迹对
长征精神
的再感悟

非立项项
目

论文 政治学
毕节学院
学报

2013，
（10）

一般 月刊

关于“隐
形意识形
态”产生
及归宿的
探讨

13 李琳

欠发达地
区高校思
想政治课
改革探索

非立项项
目

论文
马克思主

义理论
教育教学
论坛

2013，
（8）

一般 月刊

一般 月刊

期刊
级别

出版
周期

备注

12 李琳
非立项项
目

论文 哲学 理论观察
201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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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
〈青年在
选择职业
时的考虑
对大学生
村官职业
困境的启

15 李琳

包容性发
展对高校
研究生党
建工作的
探索与创

非立项项
目

论文
马克思主

义理论
城市建设
理论研究

2013，
（9）

一般 月刊

16 李琳

包容性增
长对贵州
省连片特
困区扶贫
工作的协

贵州省教
育厅

论文
马克思主

义理论
时代经贸

2013，
（9）

一般 月刊

彝族基督
教信仰的
变迁——
以赫章县

2012年度

教育部哲
学社会

发乡新营
村为例

科学研究
重大课题
攻关项目
2013年度

教育部哲

学社会

科学研究

重大课题

攻关项目

2014年度

教育部哲

学社会

毕摩
文

科学研究

重大课题

攻关项目

化论
文集

20 史  杨

从布伦塔
诺哲学看
生命实践
传统的特

　非立项
项目

论文 哲学
　山西青
年

2013，
（8）

　一
般

半月
刊

21 熊灿斌
毕节市苗
族刑事习
惯法概况

　非立项
项目

论文 法学
赤峰学院
学报

2013，
（4）

　一
般

月刊

22 熊灿斌

深化教学
改革，增
强高校思
政理论课
教学的有

　非立项
项目

论文
马克思主

义理论
魅力中国

2013，
（6）上

　一
般

旬刊

23 熊灿斌
先秦法家
韩非的法
治学说评

　非立项
项目

论文 法学 兰台世界
2013，
（5）下

核心 旬刊

24 熊灿斌
浅谈高校
思政教学
模式的转

　非立项
项目

论文 法学
青年与社
会

2013，
（8）上

　一
般

旬刊

25 李震雷

切实加强

妇女生态

文明观教

育

教育部社

会科学司
论文

马克思主

义理论

中国成人

教育
2013，
（2）

核心
半月

刊

月刊

19 陈兴才

黔西北地
区基督教
与彝族传
统文化的
调适

论文 民族学
云南民族
出版社

2013，
（9）

月刊

月刊

18 陈兴才

彝族“撮
泰吉”正
戏的经济
思想探析

论文 民族学
毕节学院
学报

2013，
（11）

一般

一般 月刊

17 陈兴才 论文 民族学
毕节学院
学报

2013，
（6）

一般

14 李琳
非立项项
目

论文
马克思主

义理论
时代经贸

2013，
（6）



执政能力

建设：中

国共产党

三代中央

领导集体

的艰辛探

索以马克思

主义妇女

理论大众

化促先进性

别文化建

设

28 付   晗

小议大学

生恋爱观

的偏离与

对策

非立项项

目
论文

马克思主

义理论

漯河职业
技术学院
学报

2013，
（1）

一般
双月
刊

29 付   晗

关于《概

论》课的

教学探讨

非立项项

目
论文

马克思主

义理论
华章

2013，
（18）

一般 旬刊

30 付   晗

提升新建

本科院校

大学生就

业竞争力

的实践探

索--以毕节

学院为例

校内项目 论文
马克思主

义理论
毕节学院
学报

2013，
（7）

一般 月刊

31 付   晗

企业人事

管理中思

想政治工

作的重要

性

非立项项

目
论文

马克思主

义理论
河北企业 2013,(3) 核心 月刊

被中
国人
大主
办《
企业
家信
息》

32 吴家熠

当代社会

道德现状

及其重建

非立项项

目
论文

马克思主

义理论
人民论坛

2013，
（6）

核心 旬刊

33 吴家熠

依托素质

型人才理

念的高校

思想政治

教育改革

非立项项

目
论文

马克思主

义理论
科教文汇

2013，（
8）

一般 旬刊

34 安  伦

少数民族

婚姻习俗

与《婚姻

法》内容

之冲突

省市自治

区
论文 法  学

毕节学院
学报

2013，
（5）

一般 月刊

35 安  伦

论少数民

族婚姻习

俗与《婚

姻法》冲

突的调适

省市自治

区
论文 法  学

毕节学院
学报

2013，
（7）

一般 月刊

36 高翩翩

黔西北文
化资源在
大德育体
系中的参
与价值与
功能实践
——以毕

非立项项

目
论文

马克思主

义理论
毕节学院
学报

2013，
（7）

一般 月刊

37 孙淑桥

马克思论
“共同活
动方式”
的生产力

天津市哲
学社会科
学规划重
点项目

论文
马克思主
义理论

湖北社会
科学

2013,(2) 核心 月刊

27 李震雷

教育部人

文社科专

项

论文
马克思主

义理论

学校党建

与思想教

育

2013，
（12）

核心
半月

刊

26 李震雷

重庆市哲

学社会科

学规划重

大委托项

目

论文
马克思主

义理论

学校党建

与思想教

育

2013，
（5）

核心
半月

刊



38 孙淑桥
经济剩余
和剩余价
值概念探

非立项项
目

论文
马克思主
义理论

商业时代 2013,(11) 核心 旬刊

39 赵  庚

毕节试验
区规范性
文件对社
会管理的

非立项项
目

论文 政治学
毕节学院
学报

2013，
（6）

一般 月刊

40 唐  纲

全球治理
背景下中
等强国概
念再定义

非立项项
目

论文 政治学
毕节学院
学报

2013，
（7）

一般 月刊

41 唐  纲
毕节试验
区高等教
育国际化

非立项项
目

论文 教育学
毕节学院
学报

2013，
（5）

一般 月刊

42 何文俊
论农村土
地承包经
营权的集

非立项项
目

论文 法学 金田
2013，
（6）

一般 月刊

43 杨晓霞

从赵氏孤
儿探讨春
秋时期灭
族酷刑的

非立项项
目

论文 中国史 山西青年
2013，
（5）下半
月

一般
半月
刊

44 詹洪波

提升新建

本科院校

大学生就

业竞争力

的实践探

索--以毕节

学院为例

非立项项
目

论文 教育学
毕节学院
学报

2013，
（7）

一般 月刊

45 李强

中外民间
组织参与
社会管理
比较研究

非立项项
目

论文 社会学 山西青年
2013，
（8）

　一
般

半月
刊

46 李强

浅谈《马
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
概论》课
程改革的

非立项项
目

论文
马克思主
义理论

开封教育
学院学报

2013，
（9）

　一
般

季刊

47 李强
彝族“五
色文化”

非立项项
目

论文 民族学 魅力中国
2013，
（10）

一般 旬刊

5、“学科分类”填写一级学科，交叉学科就近填写。
6、“刊出时间”一栏，论文类填写“年份、期数”（如，2006，（3））；著作类填写“年
份、月份”（如，2008.3）。
7、“期刊级别”填写核心、一般、增刊、论文集等。（核心期刊是指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8年版》刊登的学术期刊）。
8、“出版周期”填写半月刊、月刊、双月刊、季刊、年刊等。
9、“备注”填写成果获奖、收录情况、国家级各类项目申报、国家各部委各类项目申报、
艺体类比赛获奖以及其他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

填表说明： 1、先填写著作类成果，再填写论文类成果。
2、“成果名称”、“作者”、“刊载期刊（论文集）或出版社名称”等要与成果发表时保
持一致；是外文的，要同时译成中文。
3、“成果来源”填写资助取得该成果的课题或经费来源单位（如国家社科、教育部、中央
其他部门、省市自治区、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企事业单位委托、校内项目
等），否则填写为非立项项目。
4、“成果形式”填写论文、译文、专著、编著、教材、工具书、参考书、古籍整理、译著
、电子出版物、研究报告、专利及应用成果、作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