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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立项课题（40项）： 

序号 课题名称 主持人 主持人所在单位 

001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共青团服务青少年工作研究 刘 剑 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 

002 北京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和团队辅导员现状调查研究 王 粤 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 

003 新形势下的青年志愿者管理机制研究及展望 熊 卓 清华大学 

004 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调研报告 沈千帆 北京大学团委 

005 志愿者的法律地位与合法权益保障体系 吉雅杰 中国政法大学 

006 社会主义荣辱观和新时期加强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 朱天麟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007 社会转型与青年发展——2006中国青年发展指数 袁 岳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 

008 新农村建设中青年农民培养机制研究 赵险峰 共青团河北省委 

009 网络广播电视对青少年的影响 马春雷 共青团上海市委 

010 青少年法律援助的新途径——志愿者从事公民代理 金国华 上海政法学院 

011 青年志愿服务与社会资本研究 赵一德 共青团浙江省委 

012 大学生公民参与及对策研究 魏国强 共青团江苏省委 

013 共青团组织能力建设研究 练月琴 共青团江苏省委 

014 在校学生的宗教信仰研究与思考 郑爱平 浙江大学 

015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对策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张 永 共青团安徽省委 

016 台湾与福建青少年状况比较研究 张忠亮 福建省团校 

017

制造业青年农民工生存状况、发展需求及融入产业工人队伍的问

题与对策研究 

张 华 山东省青少年研究所 

018 湖北省青少年发展状况研究 胡铁军 共青团湖北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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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立项课题（120项）： 

019 青运史和当代青年运动研究 李良明 华中师范大学 

020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 吴奇修 共青团湖南省委 

021 当代青年成才观中的道德构建 徐建军 中南大学 

022 创新型城市建设与青年工作研究——以广州为例 李自根 共青团广州市委员会 

023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青年参与研究 折志凌 共青团广州市委员会 

024 穗、港、澳青少年压力释放及形式的比较研究 涂敏霞 广州市团校 

025 内地与香港青年价值观及公民教育比较研究 胡荣华 广东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026 重庆市青少年发展指标体系建设研究 谭家玲 共青团重庆市委 

027 社区闲散青少年专题调研 谭红杰 共青团四川省委 

028 对云南青少年艾滋病防治形势分析、预测与研究 汪 洋 共青团云南省委 

029 NGO在青海藏区开展涉及青少年事务情况的调查 钱桂仑 共青团青海省委 

030 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婚恋观念及教育观念调查研究 张 锋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 

031 中国青年社会心理变迁纵向追踪研究框架之研究 沈 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 

032 互联网与青少年思想教育 刘可为 共青团中央宣传部 

033 市场经济背景下“青年中心”建设研究 宁 澈 共青团中央青农部 

034 “十一五”期间团属青年报刊的生存与发展 李 军 中国青年报刊协会 

035 青少年价值观形成的研究 陆士桢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036 青年工作院校的现状与发展研究 张 澍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037 “十一五”大学生就业趋势与政策建构 石国亮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038 中国青年发展状况研究报告 郗杰英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039 网络游戏与青少年成长 李学谦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040 中国西部青年生存发展状况研究 安国启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序号 课题名称 主持人 主持人所在单位 

041 对城市传统文化资源的再认识与青少年思想教育工作的品质提升 韩新星 北京市东城区团委 

042 整合区域青年人才资源 推进共青团工作社会化 曹宇明 北京市海淀区团委 

043

高新技术企业青年工作的现状与应对思考——以中关村科技园区

海淀园若干企业为例 

张 鑫 北京市海淀区团委 

044 少年儿童国学经典教育与文化传承 王志升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战

略研究所 

045 中小学生网络社会问题及其法律干预机制研究 余雅风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046 影视传媒对青少年价值观形成影响 路春艳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

学院 



047 大学生职业决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李文道 首都师范大学教科院 

048 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基层团员青年“归属感”体系研究 代 鹏 中国人民大学团委 

049 海牙未成年人国际保护公约研究 杜焕芳 中国人民大学 

050 公安机关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 刘东根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051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研究 王莉萍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052 社会媒体对大学生确立正确荣辱观的影响研究 王胜利 天津青年职业学院 

053 对高职院校学生就业管理体制与机制的调研 郝维钢 天津青年职业学院 

054 共青团能力建设现状及对策研究——以石家庄市团组织为个案 袁照华 石家庄市团委 

055 流浪儿童犯罪控制与权益保护研究 李来和 石家庄学院 

056 思想政治工作与素质拓展计划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及评价体系构建 赵新峰 河北大学团委 

057 高校社团服务育人机制研究 翟思成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058 青少年宫社团活动对提高青少年综合素质水平的重要作用 魏方木 河北省衡水市青少年宫 

059

大学生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现状研究及对策——以山西高校大

学生为例 

刘润民 共青团山西省委 

060 开设学校儒家经典教育课程的研究 高专诚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061 家庭道德影响与学校德育抵触现象研究 梁 涛 山西省青少年研究所 

062 青年志愿者组织机制、激励机制的研究 邱建国 中北大学团委 

063 社会实践活动与大学生就业 王俊刚 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064 少数民族地区青年热点问题统计实证分析与研究 田永祺 内蒙古财经学院 

065 内蒙古自治区青年群体生活状况与心态研究 王英华 内蒙古团校 

066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研究 郑之新 内蒙古财经学院 

067 沈阳市青年志愿者社区服务发展状况调查 邢 鹏 共青团沈阳市委员会 

068

“人本”发展观的一个新视角：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可接受性

及其方法、途径、机制的改进与创新研究 

李维岳 沈阳工程学院辽宁省团校 

069 在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中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研究 吕 杰 黑龙江省青少年研究所 

070 黑龙江省城乡青年孝道观念的研究 史晓杰 黑龙江省青少年研究所 

071 中国大学生生活方式调查 曾燕波 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所 

072 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与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 黄洪基 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073 社区青少年工作运作机制及作用分析 田保传 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074 社区青年志愿者的组织机制研究 仇立平 上海大学 

075 大学生党员理想信念教育研究 陶 倩 上海大学 

076 时尚文化对校园服饰和大学生行为的影响 包铭新 东华大学 

077 改革开放以来高校共青团工作基本经验研究 李 磊 长春中医药大学 

078 社区援助——希望工程关注青少年弱势群体机制探索 丁 铭 共青团南京市委 

079 当代农村青年的政治参与状况及其对农村政治进程的影响 陈冠华 共青团徐州市委 



080 青年中心的建设与思考 张 勇 共青团常州市委 

081 创新型社会建设与青年参与研究 徐华明 共青团盐城市委 

082 大学生失业社会风险防控 张海波 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083 现代传媒对大学生成长影响研究 陈尚荣 南京理工大学 

084 构建具有区域经济特色的大学生创业新机制 董跃进 盐城工学院 

085 失地青年农民的制度回应 陈 超 重庆科技学院艺术系 

086 浙江省青少年校外教育发展策略研究 徐 旭 共青团浙江省委 

087 青年时尚文化与青年行为模式选择研究 杨 勇 共青团宁波市委 

088 地域文化与青少年成长——以浙江省为例 张 波 浙江省团校 

089 家庭关爱缺失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 汪 慧 浙江省团校 

090 互联网时代运用Browse/Server手段对青少年动态监测的回顾 钱永祥 杭州市团校 

091 留守与流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选择 刘成斌 浙江师范大学 

092 新农村建设进程中的浙江留守儿童现状及发展研究 陈厥祥 浙江万里学院 

093 大学生压力释放与心理危机干预研究 杜兰晓 浙江理工大学 

094 民办高校学生弱势心理及社会工作介入 陈 微 浙江树人大学 

095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留守儿童成长发展机制研究——基于来浙务

工农民视角的留守儿童内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姜和忠 宁波大学商学院 

096 中学生心理压力及应对策略研究 包新中 浙江省杭州袁浦中学 

097 网络虚拟世界青少年价值指向及现实衍化研究 徐士泰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098 当代女青少年的生活形态与思想道德教育 叶松庆 安徽师范大学 

099 当代中国社会群体分层对青年学生发展的影响 李叶青 安徽师范大学团委 

100 NGO、联盟化——高校学生社团发展趋势研究 吴冬梅 安徽农业大学团委 

101 安徽省大学生宗教信仰状况调查与分析 邵一江 合肥学院 

102 中美高校学生社团建设比较研究 戴卫义 安庆师范学院 

103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江西老区新农村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

及工作模式创新 

赖金生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104 “偶像文化”语境下的青少年荣辱观教育研究 何小忠 江西师范大学团委 

105 网络时代的文化互喻特征与亲子互动方式的转变 刘长城 山东省青少年研究所 

106 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 徐凤英 山东社会科学院 

107 青少年网络依赖问题的家庭干预研究 郑洪利 青岛市心理学会 

108 东南欧“颜色革命”、街头革命中青年行为的研究 刘 星 烟台大学光电信息学院 

109 加强新时期青年文化建设的构想 戎庭津 河南省团校 

110 青少年权益保障视域中非政府组织的介入研究 高中建 河南师范大学 

111 文化工业趋势下的青少年流行文化研究 刘怀光 河南师范大学 



112 青年参与新农村建设若干问题研究 蒋占峰 
河南师范大学青少年问题

研究中心 

113 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下青年参与的制度创新研究 张永奇 河南省青少年研究所 

114 社区矫正条件下对青少年犯罪的心理矫治 连春亮 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115

刑罚、自控与社会融合——对“轻缓”刑事政策的预防与控制青

少年重新犯罪功能研究 

刘路阳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 

116 21世纪初青少年流行文化流变、特征及发展趋势研究 万美容 华中师范大学 

117 青年励志教育研究 马奇柯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118 和谐社会建设中青年群体政治参与研究 杨 畅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119 在促进大学生创新中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研究 刘建华 中南大学 

120 用数学模型构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模式 邹兴平 长沙理工大学 

121 探索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帮助机制 曾锦华 广东省青少年研究中心 

122 广东青年中心建设模式探讨 符策良 广东省青少年研究中心 

123 广州大学城学生危机干预与管理研究 林昭雄 广州大学 

124 历奇教育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功能研究 杨 成 广东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125 青年工作文献信息专题数据库 林小萍 广东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126 共青团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发挥的作用研究 林海武 共青团湛江市委 

127 大学生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戴育滨 华南农业大学团委 

128 医学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机制研究 申 琳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29 高校学生社团发展与管理模式研究 牙韩高 广西大学 

130 创新型人才心理品质结构认知及其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韦永志 广西师范大学 

131 青少年网络色情犯罪心理分析及对策研究 杨智平 海南大学 

132 成都市农村“留守儿童”现状的调查与研究 冯 炼 共青团成都市委 

133 人力资源中的大学生群体就业评价分析 张 岷 四川省团校 

134 “留守儿童”状况研究 胡吉宏 共青团贵州省委 

135 青年志愿者行动与和谐社会建设 罗国权 共青团云南省委 

136 市场经济背景下农村青年中心建设工作探析 何池康 共青团云南省委 

137 高校共青团组织服务于大学生就业创业的思考 何 华 云南大学 

138 当代医学生医学人文现状研究及思考 刘翠英 云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39

构建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西部地区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预防和

治理研究 

鲁宽民 西安理工大学 

140 研究生培养质量反馈体系研究 冯 涛 西安工程大学 

141 在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中开展“孝道”教育研究 樊继福 西安邮电学院 

142 农村留守儿童成长与发展研究 王 浩 陕西省商洛团市委 

143

高校共青团、学生会、社团在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

王永前 共青团甘肃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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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研究 

144 青南藏区部落制度对青少年影响的社会学分析 苏羊本 青海省青少年研究中心 

145 新疆少数民族青年就业问题研究 
阿斯亚·乌

拉音 

新疆社会科学院 

146 新形势下铁路共青团组织发挥作用的研究 许 刚 成都铁路局团委 

147 “网状管理十项目制”：银监会基层青年工作模式创新研究 易 晓 中国银监会团委 

148 团体辅导与大学生成长 陆晓娅 中国青年报社 

149 共青团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研究 吴 庆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150 中国生育率下降对儿童义务教育的影响 王 放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151 大众传媒推行的“中产”文化对当代中国青年群体的影响 何 晶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152 团干部培训课程设置的优化方案研究 李秀峰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153 利用小额贷款扶助城市青年自主创业 周 宇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154 奥林匹克文化传播与青少年奥林匹克教育 尹 博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155 当代高学历女青年婚恋及生育观研究 周晓燕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156 弱势群体的教育与法律保护 张严方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157 流浪儿童问题及对策研究 鞠 青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158

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社会适应及其与城市少年儿童的和谐相处研

究 

孙宏艳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159 少年儿童行为习惯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刘秀英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160 中国青年运动发展史 李玉琦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