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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 2022 年学术年会优秀论文获奖公示名单（高职） 

一等奖（8 篇） 

单位 作者 论文题目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牟文余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教师教育协同发展：背景、困境及策略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王雪佩、宋洋 审思、追问与突围：新时代高职大学生革命文化认同培育研究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白虹雨 从“共建”到“共赢”：成渝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路径研究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曹楠、黄婷婷 成渝双城经济圈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的建设逻辑、实践经验与推进路径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苟晓朦 成渝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协同发展缘由、现状与对策探讨 

重庆开放大学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张靖、唐昕驰 成渝地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虚拟教研室建设路径初探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刘惠娟、宋新硕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等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现状分析、需求评估与路径探索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刘娇 高职院校课程思政质量评价体系的困境与消解研究 

二等奖（16 篇） 

单位 作者 论文题目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高燕飞、罗红柳、孙萍 我国高等院校医学教育与直属附属医院医教协同现状、问题及对策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曾洁 “双创”背景下高校学生自主创业意向及现状调查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杨小利、任捷、蒲运、梁珊珊、杨晓萍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幼儿教师专业成长的内涵、现状及内生机制研究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周艳玲、张芝、朱承运 共生理论视域下高职院校“课证融通”的问题审视与路径选择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袁希 反思与重构——新时代公民网络道德建设路径的再思考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刘胜久、伍小兵、汪应、刘鸿飞、曹小平 加强高等教育交流合作 全面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体化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 陈现军、张应良 “六融合”构建高职产业学院：逻辑、经验与路径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谢昌炜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跨省域治理模型构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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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开放大学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孙艳 课程思政的内涵审视、作用机理与推进路径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崔子越 成渝双城经济圈城乡“数字共同体”构建研究 

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 王丽英、陈剑红 双城经济圈背景下成渝高职院校产教融合协同创新的挑战和推进策略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何小强 重庆民办高职院校教师离职倾向实证研究 

重庆电讯职业学院 陈道雷 巴蜀文化融入成渝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的三重视角 

重庆能源职业学院 李茜茜、胡林、胡章兰、李丹、苗叶萌 基础动力、行动框架和运行机制：双城经济圈大学集群化发展初探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黄罡、张文礼 “校企协同、专创融合、学赛一体”的高职电子商务专业改革与实践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 唐玲玲、邵清锐、徐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职高水平特色专业群建设研究与实践 

三等奖（38 篇） 

单位 作者 论文题目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李文辉、李生、杜文彬、唐诗龙 职业院校构建新时代劳动教育体系的实践探索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代晓颖 基于平衡计分卡原理构建重庆市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运行效果评价指标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李灵通、谭乐园、向春林、姜燕 高校教师话语能力提升的理论认知与实践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贾天伟 高职院校定向培养军士学员军政素养提升对策研究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李慧萍、何乾坤 协同视域下成渝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基础、困境与实践路径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杨春平 高职教育类型化高质量发展策略研究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杨强 坚持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协同育人实效性研究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王娟娟 高职院校活页式教材驱动“三教”改革的探索与研究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 宋杨、刘远泽、万建秋、郝永峰、谭丽 成渝双城经济圈“双高”院校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研究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 秦阳鸿、余淼 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职业教育课程联盟研究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文武全 新时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重庆开放大学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时文龙、刘茂玲 数字化时代高校大学生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理路——基于“动态素养”理论模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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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作者 论文题目 

重庆开放大学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余筱瑶 职业教育框架下重庆高职院校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路径的理性审视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李新 当代中国历史方位下文学“道”论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聂凯龙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科技人才一体化协同发展研究 

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 罗倩蓉 立足行业特色 强化交叉融合——全过程工程咨询专业群发展路径探索 

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 黄杉、高露 产教融合校企共建实训基地建设和管理模式研究与实践 

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 朱帆 “人才争夺战”背景下成渝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任章成、郭泽美 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背景下高职院校食品专业产业学院办学模式路径探究 

重庆旅游职业学院 康康 基于地方文化的高职表演艺术专业实践课程研究 

重庆旅游职业学院 费娅 基于岗课赛证的高职音乐表演专业“X”证书的开发 

重庆旅游职业学院 肖泽平、雷选标 文旅融合背景下高职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设计现状与调适 

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李婕 学习三维度视域下的“岗课赛证”职教广播人才培育模式探究 

重庆传媒职业学院 何晓斌 高职新闻专业课改简纲——以成渝双城经济圈为研究场域 

重庆海联职业技术学院 白洁傲雪、刘瀚哲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背景下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高质量创新发展的问题 

重庆海联职业技术学院 吕雪 坚守初心为党育人，勇担使命为国育才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夏先玉 成渝双城经济圈战略背景下重庆高职物联网专业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李星 “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理念下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衡清芝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融合发展研究 

重庆电讯职业学院 王永斌、王玉云、李苗 以西部科学城建设高起点推动成渝地区劳动力快速转型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程鹏、卢佳园 基于耐世特实验班的校企协同育人模式的若干问题及改革探索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王科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职校企合作教育服务平台系统结构研究 

重庆公共运输职业学院 王萌、徐茂 党史学习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的理论探索与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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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作者 论文题目 

重庆艺术工程职院 宗云 3－6岁幼儿在疫情背景下的新媒介使用及对策分析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 张宁 浅议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重庆电信职业学院大数据技术专业为例 

重庆资源与环境保护职业学院 陈芳、陈茂林、高莉莉、陈洪、代雅兴 成渝双城经济圈“三育”协同创新发展 

重庆资源与环境保护职业学院 秦专松 湘鄂渝黔边区红军遗址资源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的运用 

重庆护理职业学院 杨黎、张林林、沈军、贾倩颖、何锡珍 成渝双城经济圈现代护理职业教育联盟“五协同、五联动、四融合”产教融合模式实践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