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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文件
渝高学会发〔2023〕30号

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
关于2023年学术年会优秀论文评选结果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我会《关于召开 2023年学术年会和征集年会学术论文的预通

知》（渝高学会发〔2023〕22 号）发出后，学会秘书处共收到各

会员单位推送的 2023年学术年会交流论文 270篇，经查重后，入

选论文 221篇，全部收入《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 2023年学术年会

论文集》。经专家评审，经学会学术委员会讨论，会长办公会审议

批准，社会公示无异议，评选出 2023年学术年会优秀论文 120篇。

其中，一等奖 20篇，二等奖 40篇，三等奖 60篇，现予公布。

附件：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 2023年学术年会优秀论文获奖名

单

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

2023年 12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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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入选 2023 年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名单

一等奖（20 篇）

序号 题目 报送单位 作者

1 基于多模态数据的课堂学风智慧评价模型研究 西南大学 易鹏、陶丽、周玉婷、占非凡、曹前程

2 在地国际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的实施路径 重庆医科大学 商明敬、邓世雄、朱丹、张懿

3 工程科学与创新人才培养 重庆交通大学 曾令斌、唐伯明

4
新农科“智慧+专业群”多主体合作育人研究与实践（以生物工程

与现代农业重庆市级特色学科专业群为例）
长江师范学院 高晓旭、汪建华、郑俏然、李昌满、王殿东

5 基于人工智能的课堂质量评价数字化改革研究与应用 重庆工程学院 陈怡然、廖宁、林嘉诚、石蕊

6 新文科理念下外语教师跨学科能力层级框架建构与培育路径 重庆对外经贸学院 林芸、李霓

7 产教融合视域下“一驱两轴四轮”学风建设模式探索与实践 重庆财经学院 乐晓勇、崔中山、周启刚、艾军勇、姚转花

8 AIGC驱动应用型本科教育创新：以学科文化转型与重塑为视角 重庆城市科技学院 屠娟

9 澳大利亚优质师资强基项目：经验及启示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李小峰、陈婷、粱珊珊

10 论元宇宙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变”与“不变”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陈宗霞

11 高职专业数字化转型与改造路径研究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杨波、何娜敏

12 乡村振兴背景下涉农高职“双高”专业群内外组群逻辑研究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 宋杨

13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意蕴、误区规避与实践路向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蒋姗姗、王新华

14 思政教育数字化的逻辑内涵、行动框架及推进策略 重庆开放大学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张培

15 与数智共生：高职院校实践教学改革与实践——以高职建设工程管理专业为例 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 邢霖、王玉合

16 高职院校实施科教融汇的价值、问题与对策研究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魏良庆、蔡友莉

17 双碳背景下行企校三方协同培养紧缺性储能卓越理工人才的探 重庆能源职业学院 孙圳、马兹林、马定平、刘忠运、刘薇



3

序号 题目 报送单位 作者
索与实践——以重庆能源职业学院储能专业为例

18
双高视角下的专业群数字化转型建设研究——以重庆交通职业

学院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专业群为例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罗天宇、陈玉洁

19 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建设的政策工具选择与优化 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蒋凯、麻灵、赵柳玮

20
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与本地高等教育供给协同研究

——从专业招生和学科结构的视角
重庆昭信教育研究院 张皓翔

二等奖（40 篇）

序号 题目 报送单位 作者
1 混合式教学学习者行为-效果的随机森林优化模型研究 重庆大学 文海家、张家兰、杨海清、王桂林、谢强

2 “山河大学”：学位立法的理念更新与制度回应 西南大学 杨攀

3 基于学生特质的中外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优化研究 西南大学 孔立、王玉洁、曹慧、顾静

4 中国高等教育卓越拔尖人才培养实践探索与体系建构 重庆师范大学 罗瑞志、杨如安、陈苗苗、马昕胤、孟莎莎

5 “三级联动、五位协同、全域融通”课程思政立体化育人模式研究 重庆交通大学 董莉莉、余俏、姚阳、罗融融、王维

6 知识产权专业硕士学科定位和建设思路 重庆理工大学 何培育、毛琳雅

7 生成式人工智能嵌入高校思政教育：价值、风险及其防范 重庆三峡学院 王清、柳军

8 教育生活化：美国的英模教育实践及启示 长江师范学院 尹浩

9 混合式学习环境下同伴教学组织形式的创新实践研究 长江师范学院 董静

10 全科教师与非全科教师的职业发展差异研究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刘阳、周颖

11 重庆市“33618”背景下卓越工业软件人才培养研究 重庆对外经贸学院 唐士

12
教育数字化背景下旅游管理专业教师数字化能力的系统构

成、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
重庆对外经贸学院 刘振振、周孟婕、雷勤颖、丁扬、胡传东

13
基于“校企双标准”评价的应用型高校卓越工科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探索与实践
重庆财经学院 艾军勇、田荣阳、周启刚、乐晓勇、崔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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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题目 报送单位 作者
14 数字化转型赋能金融学一流专业建设研究与实践 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 万思杝

15 重庆市巴南区民营“专精特新”企业集聚创新人才的思考 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 罗春燕

16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背景下民办高校青年教师“研无能”现象

的影响因素识别——基于西南地区 9所高校的调查
重庆城市科技学院 彭蛟、晋书元

17 科教融汇视域下职业本科教育的现实困境与发展出路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彭光彬、张旭东、邓永生

18 基于《医学心理学》课程模块化的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探索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李明芳、孙萍

19 医药高职院校“1+3+X”教师能力标准体系构建与评价探索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熊书、陈碧琳、熊伟、王静

20 基于护士核心能力的中高本一体化课程模式构建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张泽菊、张敏、杨静、刘善丽、唐万珍

21 UGK背景下卓越乡村幼师工作坊的育人样态、实践路径与经验透视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邵宾、仵兆琪

22 基于受众视角探讨课程思政有效融合的接受意愿及发展建议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王琢、姜勇、肖明艳

23 重庆高职制造业类专业设置与行业匹配发展研究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民、丘柳东、窦作成

24 振兴乡村：新时代涉农高职数字化农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 段燕、赵杰、付玉

25 区域国别研究融入职业教育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路径 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杨杰、高雪、夏云川、阳亚琼、王齐超

26
双创视域下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探索与实践——以重庆水电

职院创新创业教育为例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文武全、陈吉胜、李如伊、陈媛

27 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的问题省思与立体化建构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任静、蒋姗姗

28
从“新乡人”到“兴乡人”，新时代服务职业院校乡村振兴的人

才体系构建研究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陈中耀、刘仲全、冯咏、龙虹竹、汤子毅

29 何以可能到何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融入思政课教学探赜 重庆开放大学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时文龙

30 职业教育专业结构调整的绩效评价机制研究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杨璐、邓华

31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本质内涵、时代意蕴与实践路向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宋新硕、刘惠娟

32
数字化赋能《轨道线路养护与维修》课程教学水平提升实践

研究
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 阳江、廖丽、王维

33
双高视角下专业群内涵建设探索与实践-以重庆化工职业学

院药品生产技术专业群为例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黎庆、周在富、高小丽、张荣浩、孔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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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题目 报送单位 作者

34
“双高计划”背景下重庆高等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特征

及实施路径
重庆电讯职业学院 贺鑫

35
数字化赋能心理健康服务发展——虚拟心理仿真实验平台的

构建与应用研究
重庆电讯职业学院 孙梦琪

36
“三室两厅”协同联动下的高职产教融合实践探索——以重庆

交通职业学院现代校企产业园为例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张文礼

37 成渝地区职业院校非遗传承协同发展的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龚晓雪

38
成渝双城经济圈职业院校美育协同：价值意蕴、演进逻辑及

实施路径
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胡若雪、刁维军

39 区域经济发展与高职院校专业供给侧结构分析 重庆理工职业学院 李治序、张婧月、陈锋

40 重庆市大中小创新人才贯通培养研究 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黄艺、杨颖、段果

三等奖（60 篇）

序号 论文题目 报送单位 论文作者

1 智慧教育背景下基于雨课堂的多重交互设计对高校课程的在线化改造 重庆大学 夏曾子露、罗彦凤、张吉喜、蔡开勇

2 高质量大学生劳动教育评价：内涵、逻辑与进路 西南大学 石定芳

3 法庭科学课程思政建设的设计与实践 西南政法大学 彭迪、张迪

4 OBE理念下公共管理专业英语原典阅读教学研究 西南政法大学 峗怡、黄榆培

5 ChatGPT类产品对学术诚信的负面影响及对策 西南政法大学 张惠彬、许蕾

6 基于米勒金字塔能力模型构建临床师资教学资格准入考核方案实施效果研究 重庆医科大学 邓红梅、高静、张虹、朱静

7 面向区域体外诊断产业的医学检验微专业探索与实践 重庆医科大学 王万福、张彦、李洁、李勉芝、陈婷梅

8 重庆市医学生核心素养及影响因素研究 重庆医科大学 肖梦瑶、严立、夏永平、刘利

9 基于文化认同视角的来华留学生趋同化管理：内涵、问题与路径 重庆医科大学 李培森 、王羽

10 Z世代大学生“文字复健”实践的文化语境、动力机制及其对语言类课堂的启示 重庆师范大学 刘远军、赵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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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报送单位 论文作者

11 抗战时期高等音乐师范教育师资培养研究 重庆师范大学 汤斯惟

12 设计思维的“数智”思辨 重庆交通大学 邓鹃、杜涛、刘耘非

13 服务重庆汽车产业发展的工商融合学科专业群建设 重庆工商大学 杨智宇、杜力、夏利红、刘国言

14 大数据赋能高校学生教育管理科学化的关键问题和路向选择 重庆三峡学院 任苗苗、孙瑜、庄艺圆、袁颖

15 立德树人视域下打造思政“金课”的实践路径探析 重庆文理学院 曾豪、张元圆

16 智慧视阈下新工科专业学科交叉“1+N”制度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长江师范学院 解晓华、丁世敏

17 新文科时代儿童启蒙师资跨学科培养：动因、困境与路径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田振华、李凯、房得阳

18
公安学科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行政法一流课程建设探究——以重

庆警察学院为例
重庆警察学院 孟令战 、李楠、王喆、刘会娜、龚浩

19
思维公式驱动设计创新:CCT 在新工科建筑学设计思维培养中的教

学研究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陈虹屹

20 三新、三融、三转：新文科背景下全媒体人才培养体系的探索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黄欢、胡梦元

21
基于三元交互理论的高校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实验班方案成效与影响研究

——以重庆某高校为例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种雪、李帅、叶建宏

22 人工智能赋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框架策略研究 重庆工程学院 李波、弋玮玮

23 新文科背景下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创新设计 重庆对外经贸学院 陈寿琴

24 基于“三棱锥”教学系统的宏观经济学课程思政建设探析 重庆财经学院 刘春兰、梁彦博

25 产教融合视域下应用型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现状、问题与对策 重庆财经学院 黄兰

26 以大概念理念整合经济学教学 重庆财经学院 潘曦

27 数字化转型赋能下的应用型本科高校会计学专业改革与实践研究 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 朱珍琪、曾晓霞

28 “数字赋能·教赛融合·平台协同”—高校学科竞赛促进专业建设实践路径研究 重庆外语外事学院 张燕、刘大明、唐艺萌

29 民办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和对策研究 重庆移通学院 石静志

30 数字化赋能应用型高校艺术专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 重庆城市科技学院 陈洁、郑爽、陈芳兰

3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研究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王瑞兰、缑茹茹、冉小风、廖凡瑶、朱鹏圳

32 “双高计划”背景下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国际化水平提升路径研究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胡艳玲、孙萍、林中翔、李国利、高燕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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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报送单位 论文作者

33
“双高”视角下高职院校专业群内涵建设研究——以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艺术教育专业群建设为例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何怀兵、王云龙、崔小红、肖保军、罗

莎织

34
高质量发展视域下加强重庆市师范类专科院校思政教师师德师风

建设的优化路径探析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贾鹏敏

35 职教兴农：涉农高职为农服务质量提升策略研究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王玉东、张琬钧

36 面向职教本科的电子商务专业群内涵式建设路径研究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杨明

37 科教融汇下基于产业结构的高职专业适应性提升研究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刘颖、苏红

38 “双高”视角下大数据技术专业群内涵建设研究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 秦阳鸿、余淼

39 新乡村青年农民高素质发展的思政突围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 赵杰、段燕

40 高校学科专业结构调整中教师专业技能转换与再培训需求研究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李梅

41 虚拟现实技术赋能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实践教学：优势、挑战与对策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温萍萍、王瑶

42 增值性评价视角下大中小学思政教师一体化教学能力提升障碍与破解 重庆开放大学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雷江凤

43 对接区域经济发展的高职财经类专业数字化转型实践研究 重庆开放大学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刘东辉

44
新时代加快推进高校社科类期刊高质量发展的困境与对策——以重庆市 25种

高校社科类期刊数据为例
重庆开放大学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余筱瑶

45 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发展的适应性研究——以重庆市永川区为例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刘莹、王伟伟

46 全媒体时代高职院校传播与策划专业人才培养探析 重庆传媒职业学院 陈凤

47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职院校实习实训教学改革研究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李星

48 职业教育与乡村文化振兴：职业能力培养的双重目标实现路径研究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袁昌明

49 转变职业教育“两种方式”服务绿色发展的创新路径选择 重庆公共运输职业学院 刘胜江

50 高职院校产教融合持续深化实施路径研究——以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为例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高科、卓炜、魏雪

51 区域产业发展与高职院校专业建设适配性研究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陈洋、 陈和平

52 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与实践——以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为例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谭秀兰、陈和平

53 转型调整重振高职办学路径——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机制重构与观念重塑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罗捷、高科、周勃

54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 汪权、代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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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高职院校产教融合双元育人培养模式探究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 唐镒、刘洋、胡爽

56 新时代高校体育“课程思政”的现实困境与提升路径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 代敏

57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等教育教师数字能力研究：概念内涵、影响因

素与测评框架
重庆经贸职业学院 张崇友、郑君

58 红军文化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学探究 重庆护理职业学院 李小菊

59 基于 AHP--灰色关联分析法的物流服务评价助推智能物流技术专业建设 重庆理工职业学院 肖潼、王吉、李越、王涓

60 特色产业学院建设存在问题与推进路径研究 重庆智能工程职业学院 刘政陈、曾建军、张鸣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