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申报学科 项目名称 申报人 所在高校 备注

1 思想政治教育 文化自信视域下高校思政课教师核心素养提升研究 包雅玮 盐城工学院 思政重大项目

2 思想政治教育 “数智化”时代高校思政育人高质量发展路径与实践研究 成庭羽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思政重大项目

3 思想政治教育 校城融合赋能下江苏高校大学生留苏就业意愿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崔伟 江苏理工学院 思政重大项目

4 思想政治教育 网络亚文化异动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与干预对策研究 丁颖 徐州工程学院 思政重大项目

5 思想政治教育 江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试点与思政课教学资源开发研究 韩军垚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思政重大项目

6 思想政治教育 “数智”赋能高校创业教育的路径研究 胡博 江南大学 思政重大项目

7 思想政治教育 地方非遗融入区域教育思政一体化的徐州样本研究 花萌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思政重大项目

8 思想政治教育 雨花英烈红色基因传承向度与路径研究 赖继年 南京工业大学 思政重大项目

9 思想政治教育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意识形态治理现代化研究 廖鹏辉 南京师范大学 思政重大项目

10 思想政治教育 数智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一体化研究 刘洋 常州大学 思政重大项目

11 思想政治教育 大数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 吕艳 南京传媒学院 思政重大项目

12 思想政治教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研究 明成满 淮阴师范学院 思政重大项目

13 思想政治教育 当代青年的价值选择及信仰塑造研究 石海兵 江苏师范大学 思政重大项目

14 思想政治教育 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实践路径研究 陶新宏 南京邮电大学 思政重大项目

15 思想政治教育 基于“五育并举”的发展型资助育人体系研究 王静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思政重大项目

16 思想政治教育 马克思社会发展视域下中华文明传承发展规律研究 王祥 南京晓庄学院 思政重大项目

17 思想政治教育 深度学习理念下高校“大思政课”数字化教学研究 王晓莹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思政重大项目

18 思想政治教育 经典著作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研究及课例设计 王燕 南京师范大学 思政重大项目

19 思想政治教育 数字赋能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生态课堂建设的路径研究 魏娜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思政重大项目

20 思想政治教育 亚文化视阈下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机制研究 夏益娴 盐城师范学院 思政重大项目

21 思想政治教育 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 杨孝青 南京工程学院 思政重大项目

22 思想政治教育 数字技术赋能江苏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大中小学一体化路径研究 陈丽杰 宿迁学院 思政重大项目

23 思想政治教育 大学生“容貌焦虑”的审美纾解与自我形象培塑研究 韩伟 盐城师范学院 思政重大项目

24 思想政治教育 三全育人视域下辅导员工作室实践路径研究 李喜梅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思政重大项目

25 思想政治教育 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话语构建研究 沈春梅 江苏海洋大学 思政重大项目

拟立项2024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名单一览表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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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思想政治教育 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精神的叙事演进及当代价值研究 石寅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思政重大项目

27 思想政治教育 情境教学法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学中的应用策略研究 汪兴和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思政重大项目

28 思想政治教育
大数据视域下新时代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协同育人深层困境与创新发

展研究
王涛 南京理工大学 思政重大项目

29 思想政治教育 家庭背景差异对高职学生心理健康影响的调查研究 许平友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思政重大项目

30 思想政治教育 基于AI的心理健康教育的神经指标体系构建 张文海 盐城工学院 思政重大项目

31 马克思主义 绿色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江苏新实践研究 李丽 江苏大学

32 马克思主义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文化建设研究 李晓乐 江苏科技大学

33 马克思主义 人文经济学的学理逻辑与实践机制研究 钱梦旦 常熟理工学院

34 马克思主义 数智时代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提升路径研究 魏凌云 中国矿业大学

35 马克思主义 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空间治理研究 尹才祥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36 马克思主义 军工文化融入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的价值体系和实践探索 张骏 南京理工大学

37 哲学 自然语言模糊度研究 何霞 淮阴工学院

38 哲学 基于早期文本重释黑格尔辩证法生成问题研究 荆晶 扬州大学

39 哲学 儒释道融通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塑造及其价值研究 李玉用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40 政治学 政权建设视域下中国共产党接管南京研究 田圆 南京邮电大学

41 政治学 数字赋能公共服务合作生产机制创新研究 向玉琼 南京农业大学

42 法学 公私法交融视阈下第三方环境服务体系化研究 任卓冉 江南大学

43 法学 企业间数据交易的法律规制研究 王艳丽 南京审计大学

44 法学 绿色消费法律激励的江苏新实践研究 杨洁 东南大学

45 法学 刑事一体化视阈下轻罪治理体系研究 杨俊 苏州大学

46 法学 指导性案例的教义学反思与实证效力研究 张淼 南京大学

47 历史学 黄组卜辞分类整理与商末祭祀、战争研究 王森 徐州工程学院

48 社会学 数字赋能江苏乡村治理的路径与模式研究 范虹珏 南京农业大学

49 社会学 产业工人向现代工匠跃迁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李春平 常州工学院

50 社会学 基层社会数字化治理的内卷与应对 刘安 南京师范大学

51 社会学 江苏省生育友好社会评价体系构建及优化研究 刘永兵 扬州大学

52 社会学 数字素养对江苏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孙友然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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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社会学 经济不确定性影响青年群体生育焦虑的机理与对策研究 万佳乐 常州大学

54 经济学 数字化转型驱动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升的机制、效应与路径研究 陈欢 南京审计大学

55 经济学 数字经济赋能江苏区域共同富裕的机制、效应与路径研究 仇方道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56 经济学 “数实融合”提升我国产业链韧性的机制与政策研究 杜运苏 南京林业大学

57 经济学 粮食安全背景下我国玉米进口贸易格局趋向研究 高国生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58 经济学 零售业数智化线上线下共生发展的江苏方案研究 黄利秀 盐城师范学院

59 经济学 江苏省科技金融赋能就业扩容提质的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 江红莉 江苏大学

60 经济学 推进共同富裕的理论框架与江苏实践研究 李子联 南京师范大学

61 经济学 商业信用赋能供应链绿色低碳发展机制与路径研究 邵川 徐州工程学院

62 经济学 效率视角下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实现机制研究 王子龙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63 经济学 支持江苏先进制造业集群创新发展的奖补政策优化研究 魏向杰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64 经济学 权益保障视角下进城落户农民“三权”有序退出机制研究 文龙娇 江苏理工学院

65 经济学 金融业开放与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传染研究 杨秋菊 江苏大学

66 经济学 人、地要素深化和配置优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张晓恒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67 经济学 新发展阶段下R&D高效驱动江苏经济增长研究 朱英明 南京理工大学

68 管理学
双碳目标下基于溯源大数据的退役动力电池梯次利用江苏模式与路径研

究
陈伟达 东南大学

69 管理学 平台经济乱象的多维成因与治理路径研究 戴理达 徐州工程学院

70 管理学
电子商务中考虑用户隐私信息关注的跨平台精准推荐和隐私保护策略研

究
高星 东南大学

71 管理学 面向森林质量提升的集体林权制度冲突效应及其协同机制设计研究 何文剑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72 管理学 新质生产力与会计范式创新研究 蒋建华 三江学院

73 管理学 数字化工作重塑的结构维度、前因组态及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李辉 南京工业大学

74 管理学 江苏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路径研究 李晶 苏州大学

75 管理学 新质生产力驱动下农产品全产业链质量安全管控模式和协作策略研究 李雯 江苏大学

76 管理学 数智时代青年返乡创业助推庭院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陆玉梅 江苏理工学院

77 管理学 科技创新引领苏北新能源产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路径与政策优化研究 马卫东 宿迁学院

78 管理学 基于多层次网络耦合的新基建项目服务效能演化机理与提升策略研究 孟庆峰 江苏大学

79 管理学 市场-政策双驱动下的汽车供应链绿色转型与协同机制研究 邱祺珺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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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管理学 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赋能资本治理的效应及机制研究 权小锋 苏州大学

81 管理学 江苏省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动因、质量与提升路径研究 苏飞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82 管理学 江苏海洋塑料垃圾回收处理再利用闭环供应链的决策研究 王凯 江苏海洋大学

83 管理学
数实深度融合下公司创业投资赋能江苏高端制造业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

破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王雷 江南大学

84 管理学 “双循环”背景下制造业绿色技术共享动力机制及引导策略研究 王敏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85 管理学 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新兴行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研究 吴松强 南京工业大学

86 管理学 个性化语义下谣言的线上线下耦合传播机制与治理策略研究 肖静 南京林业大学

87 管理学 江苏跨境电商供应链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机理与治理机制研究 徐广业 南京邮电大学

88 管理学 资源行动视角下企业智慧审计数字鸿沟跨越策略研究 杨锴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89 管理学 “越轨”不“脱序”：家族企业员工越轨创新行为对组织绩效的影响研究 张林荣 江苏大学

90 管理学 中重度老龄化时期江苏卫生服务资源优化配置研究 周建芳 南京邮电大学

91 管理学 政府新媒体平台乡村旅游视频发布对游客出游决策影响研究 朱丽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92 管理学 数智赋能的医疗服务能力提升机制及创新生态研究 邹陆曦 徐州医科大学

93 统计学 长三角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统计测度、时空演进及提升路径研究 常新锋 江苏大学

94 统计学 数字技术赋能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驱动机制及提升策略研究 王文文 中国矿业大学

95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江苏省未来产业高价值专利智能识别与培育机制研究 胡泽文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96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研究方法的跨学科流动路径及其学科驱动力研究 徐浩 南京工程学院

97 教育学 现代教育学学科逻辑比较研究 曹春平 扬州大学

98 教育学 学龄人口变化新形势下师范生就业焦虑的模型建构与验证研究 董柔纯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99 教育学 核心素养视域下中小学生跨学科能力培养的实践研究 段志贵 盐城师范学院

100 教育学 大学生持续学习能力构成与提升策略研究 付亦宁 苏州大学

101 教育学 江苏省推进中小学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策略研究 顾秀林 苏州大学

102 教育学 依托食育提升幼儿劳动教育过程质量研究 李玉龙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03 教育学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婴幼儿托育公共服务质量优化研究 刘玮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04 教育学 基于江苏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的分层协作探究教学样式研究 陆凯莉 南京邮电大学

105 教育学 儿童的哲学生活及其现象学意蕴 苗曼 江苏师范大学

106 教育学 论证式教学视域下青少年道德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研究 彭韬 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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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教育学 村镇地区学生课后服务的在地化研究 时广军 扬州大学

108 教育学 县中振兴视域下的江苏省教育资源扩优提质发展路径研究 汪栋 南京财经大学

109 教育学 “双减”背景下具身教学的机理与策略研究 王会亭 南京晓庄学院

110 教育学 面向数智时代的江苏中小学生科学素养评测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 王靖 江南大学

111 教育学 新时期重建“家文化”的教育路径研究 吴元发 南京师范大学

112 教育学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提升研究 俞凌云 南京师范大学

113 教育学 教师资源跨区域配置的省域推进路径研究 张伟 江苏师范大学

114 教育学 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伦理风险研判及规制策略研究 赵磊磊 南京师范大学

115 体育学 退役运动员就业质量的测度评价、前因组态及提升对策研究 姜翀 南京体育学院

116 体育学 “体工融合”赋能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建设研究 李国 南京工业大学

117 体育学 新质生产力理念下校外空间参与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陆炎 南京理工大学

118 语言学 中医基础理论核心词研究 范崇峰 南京中医药大学

119 语言学 生态视角下中国英语学习者对写作智能反馈的投入研究 李小撒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20 语言学 现代汉语条件构式的共时特征与历时演化研究 李晓飞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121 语言学 任务型互动中的学习者投入研究 汪清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122 语言学 指向汉语二语学习者语言能力提升的话语标记语研究 杨国萍 江苏理工学院

123 语言学 高校外语专业国际传播能力培养的创新路径与典型实例研究 张俊翔 南京大学

124 语言学 多模态汉语二语课堂教学语料库建设与应用研究 周文华 南京师范大学

125 文学 心理学视阈下的村上春树文学与“南京记忆”研究 徐谷芃 南京医科大学

126 文学 北美华侨华人左翼文学谱系研究 杜未未 中国矿业大学

127 文学 明代“后七子”书牍整理与研究 贾飞 南通大学

128 文学 口头文学视域下的《红楼梦》说唱研究 王文君 江苏师范大学

129 艺术学 中国古代艺术类古籍批注整理与研究 郭建平 东南大学

130 艺术学 新世纪以来中国乡土电影“民间性”研究 候雅涵 常州大学

131 艺术学 智慧出行背景下的信息与交互适老化服务设计研究 姜斌 南京理工大学

132 艺术学 刻奇美学内涵及其话语逻辑研究 亢宁梅 淮阴师范学院

133 艺术学 当代社会变迁与新时代紫砂艺术生态研究 刘德龙 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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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艺术学 江苏非遗手工技艺赋能乡村振兴的机制、困境与路径研究 刘恩芹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35 艺术学 数智艺术视角下苏工苏作的创新发展研究 刘宁 苏州城市学院

136 艺术学 新四军美术活动与影响研究 闵靖阳 南通大学

137 艺术学 英藏中国画《女史箴图》在西方的知识生成研究 任仕东 东南大学

138 艺术学 基于世情小说插画挖掘的明清家具数字化图像建构与日常性设计研究 申明倩 江苏理工学院

139 艺术学 江苏非遗传统美术项目的数字艺术创新策略研究 沈子恒 南京理工大学

140 艺术学 明清南京刻书业研究 宋文文 南京师范大学

141 艺术学 中国共产党早期机关报刊音乐史料整理与研究（1921-1927） 王洁 南京师范大学

142 艺术学 拉魂腔音乐及其编创的程式性研究 薛雷 南京艺术学院

143 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以自我革命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研究 陶林 南京医科大学

144 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医学人文教育的实践探究 王英姿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145 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基于广义论证理论的先秦论证实践研究 南亚伶 江苏警官学院

146 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生成式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的融合治理路径研究 徐珉川 东南大学

147 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当代中国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首要人权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严海良 南京师范大学

148 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长三角地区社会风险治理对策研究 尹柯 南京警察学院

149 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逆全球化思潮泛起背景下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构建研究 张建辉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150 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江苏省制造业数字化与绿色低碳协同转型机制及实现路径研究 江洪 宿迁学院

151 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数字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逻辑与路径 姜帅 苏州城市学院

152 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基于“三链协同”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韧性提升机制研究 孙玉玲 南京工业大学

153 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财政金融协同赋能江苏产业链韧性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杨春蕾 南通大学

154 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数字时代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的时空格局及其驱动机制研究 周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55 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双碳”目标下江苏制造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产管理协同优化策略研

究
蒋南云 南京工业大学

156 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江苏船舶产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及对策研究 李根 江苏科技大学

157 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基于4P理论的规培医生自杀风险因素识别与干预策略研究 刘汝刚 南京医科大学

158 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发展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江苏省医药产业创新策源能力评价与提升路径研

究
茅宁莹 中国药科大学

159 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碳中和技术扩散机理及政策激励工具选择策略研究 许华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160 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环境审计优化绿色要素配置的效应测度与提升路径研究 仲怀公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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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长三角公共文化资源建设模式创新及应用研究 王锰 江苏大学

162 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新质生产力发展理念下技术技能人才岗位适应性及提升策略研究 刘绪军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63 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职业教育赋能打造人文经济城市样本的路径与对策研究 钱江涵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164 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大语言模型情境下高校科研诚信危机与对策研究 王帆 江苏师范大学

165 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适应性视角下职业教育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演进机理与路径选择 于斌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166 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产教融合育人新路径：微专业建设研究 张永泽 中国药科大学

167 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教育神经学视域下ADHD儿童视听觉统合障碍的机制及干预研究 王爱君 苏州大学

168 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健康江苏背景下智慧社区心理服务模式研究 吴杰 江苏开放大学

169 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数智时代大学生身体活动评价与促进研究 陈红星 南京工程学院

170 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体育强国视野下大型体育赛事突发事件中网络情绪引导机制研究 徐磊 盐城师范学院

171 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汉语二语句法习得的认知神经机制研究 王琤 苏州科技大学

172 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数字技术赋能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研究 邓心强 中国矿业大学

173 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媒介可供性视角下返乡青年“城乡两栖”适应路径研究 冯菊香 南京林业大学

174 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人机协同视域下青少年网络沉迷新形态研究 何秋红 河海大学

175 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短视频成瘾干预机制研究 王艳艳 南京晓庄学院

176 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中国美术考古文献中的多民族文化认同现象梳理与研究 程狄 江苏开放大学

177 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江苏省长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效果评价与优化策略研究 杜小钰 金陵科技学院

178 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中国共产党电影宣传工作的百年探索与经验启示研究 贾斌武 江苏师范大学

179 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民族符号学视域下长江文化的影像建构研究 彭伟 常州工学院

180 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古代中国音乐治疗思想研究 王思特 南京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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