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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申报类 广西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中青年拔尖人才 

 

 

  申报人姓名:杨丽丽 

 

   

  所在学校:广西警察学院 

 

   

 

 

 
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  自治区教育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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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人简况 

姓名 杨丽丽 性别 女 
民

族 
满 

出生 

年月 
1985.01.16 

申报类别 

                                                    广西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领军人物   

√ 广西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拔尖人才   

 广西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中青年骨干教师 

备注： 

1.在所申报类别前打“√” 

2.广西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领军人物或广西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

育拔尖人才的申报者如果本级申报未入选，原则上可以参加下一等级

的评选，是否愿意降级评选 

是（√）   否（  ） 

3.广西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拔尖人才的申报者若同意降档，降到以

下哪一档（根据申报者的身份，选其一）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 ）   

专职辅导员（  ）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  ）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党政干部（  ） 

现任专业技术资

格及取得时间 
副教授、2020.12 

政

治 

面

貌 

中共 

党员 

党政 

职务 
无 

最后学历学位、取得时间及

授予国家或地区、学校和专

业 

硕士学位；2012.06、中国、广西；广西民族大学，政

治学原理； 

现从事专业

及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高校师生共同体建设

研究 

是否博、

硕士导师 
否 

是否已获得省部级及以上人才称号

或入选省部级及以上人才工程（有请

列出） 

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骨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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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院（系） 马克思主义学院 

联

系

电

话 

15078885722 
邮政 

编码 
535000 

所在学科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 
是否国家、部省级重点学科 否 

是否博、 

硕士点 
否 

 

工

作

简

历 

起止年月 工作单位、部门 任何职务 备注 

2012.09-2015.12 
中共钦州市委党校教

务科 
专任教师  

2016.01-2022.05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专任教师  

2022.05--至今 
广西警察学院马克思

主义学院 
专任教师  

进

修

情

况 

起止年月 进修学校、单位及国别 进修内容 备注 

2016.11.08-22 广西区党校 
第四期哲学骨干研

修班  

2016.05-2018.05 
广西高等学校师资培训

中心 

广西第四期青年教

师教学业务能力提

升计划 
 

2017.11.05-11 武汉大学 

“广西高等学校青

年教师业务能力提

升计划区外名校随

堂听培训班” 

获教学能手及本

期培训优秀学员 

2019.07.11-17 
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

教师暑期社会实践

研究班 
 

2019.12.01-06 

华南师范大学全国高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

究基地 

广西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骨干教师实践

研修班 
 

2019.12.15-21 
广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培训研修中心 

2019 年第二期广西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骨干教师培训班 
 

2020.09.10-13 广西教育厅 

全区高职高专院校

“思想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课程骨干

教师培训会 

 

 2021.07.20-26 中国科学院 

广西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骨干教师培

训班 
 

 2021.10.23-29 梧州学院 

第九期广西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骨干

教师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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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科研工作情况 

教

学

工

作

情

况 

授课名称 
课程 

性质 

授课 

对象 

合计授课

学生数 

合计总

学时数 

教学考核

结果 
备注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必修课 专科生 1000 1000 优秀  

形势与政策 必修课 专科生 5000 800 优秀  

习近平治国理政新

思想 
选修课 专科生 100 3 优秀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必修课 专科生 4000 4000 优秀  

中国共产党党史 选修课 专科生 100 3 优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 
必修课 本科生 170 96 优秀  

指
导
研
究
生
情
况 

 
 
 
 

科

研

任

务

情

况 

项目名称 
项目性

质 
起止时

间 
本人职责 

项目来源及

等级 

经费 

（万元） 

钦州临港产业集群
发展研究 

（2014DYZC） 

纵向 

项目 

2014.03-2

015.03 

主持（结

题） 

广西区党校系

统调研课题、

厅级 

0.6 

新媒体视域下高校

共同体建设研究

（2017K71068） 

纵向 

项目 

2017.04-2

019.03 

主持（结

题） 

广西教育厅、

地厅级 
1.0 

工匠精神培养视域

下高职院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实践教学

体系创新研究

（2018LSZ012） 

纵向 

项目 

2018.08-2

022.05 

主持（结

题） 

广西教育厅、

地厅级 
1.0 

融媒体时代大学生

媒 介 素 养 培 育

（2019KY1289） 

纵向 

项目 

2019.01-2

022.06 

主持（结

题） 

广西教育厅、

地厅级 
1.0 

高职院校思政课程

引领课程思政协同

育人机制研究与实

（GXGZJG2020B04） 

纵向 

项目 

2020.07-2

023.07 

主持（在

研） 

广西壮族自治

区教育厅、地

厅级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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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兼动：民族地

区农村精准扶贫模

式研究---以广西水

鸣镇、作登瑶族乡、

进结镇为例

（2017YKY008） 

纵向 

项目 

2017.04-2

019.06 

主持（结

题） 

广西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校

级 

0.3 

微课与高职院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融 合 研 究

（2017LSZ006） 

纵向 

项目 

2017.08-2

020.06 

第二参与

人（结题） 

广西壮族自治

区教育厅、地

厅级 

1.0 

职业院校德育（思

想政治教育）实践

研究 

纵向 

项目 

2016.08-2

020.08 

第九参与

人（结题） 

广西壮族自治

区教育厅、省

部级 

3.0 

 

2019 年度广西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质量

提升项目：广西高

职院校思政课建设

联盟项目 

纵向 

项目 

2019.03-2

020.03 

第四参与

人（完成） 

广西壮族自治

区教育厅、地

厅级 

10.0 

2020 年度广西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质量

提升工程项目：牵

头开展所在群思政

课集群结对共建工

作 

纵向 

项目 

2020.03-2

021.03 

第二参与

人（完成） 

广西壮族自治

区教育厅、地

厅级 

10.0 

大数据视阈下高校

融媒体建设与发展

策 略 研 究

（2020KY32007） 

纵向 

项目 

2020.03-2

023.03 

第九参与

人（在研） 

广西壮族自治

区教育厅 
1.0 

农村基层党组织建

设与脱贫攻坚耦合

效 应 研 究

（2018KY0990） 

纵向 

项目 

2018.02-2

020.02 

第九参与

人（结题） 

广西壮族自治

区教育厅 
1.0 

2019 年度广西高校

中青年教师科研基

础能力提升项目：

精准扶贫视阈下农

村法治建设研究

（2019KY1288） 

纵向 

项目 

2019.08-2

023.08 

第九参与

人（在研） 

广西壮族自治

区教育厅 
1.0 

说明：（1）教学工作情况：“课程性质”指专业课、基础课，必修课、选
修课等；“授课对象”指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专科生。（2）科研任务情
况：“项目性质”指横向项目、纵向项目； “本人职责”指主持人、参加者，
参与注明排名顺序（含主持人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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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表或出版的重要论文、论著情况（选取不超过 15 篇、部

代表作列名）  

序

号 
论文、专著名称 年份 

学术期刊或 

出版社名称 

作（著）

者名次 

中文核心期

刊及国际四

大索引收录

情况 

1 
 

2022    

2 
 

2019    

3 
 

2018    

4 
 

2020 
  

 

5 
 

2020  
 

 

6 

STEAM

 

2020  
 

 

7 
 

2022  
 

 

8 
 

2019 
  

 

9 
 

2015    

10 
 

2014  
 

 

11 
 

2014 
  

 

12 
 

2012  
 

 

13 
 

2012 
 

  

14 
 

2016 
 

  

15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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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科研获奖情况 

获奖项目名称  奖励类别、等级 授予单位 获奖时间 排名 

 

 
 

2019.12  

2018

 

 

 

2018.12  

2018
 

 

  2018.10  

90

 

  2019.12  

 

 
 

2019.12  

                                                                                                                                

 

  2020.12  

2019

 

 

 

2019   

 

  2021   

 
 
 

  2021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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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2018

 

  2018.09   

 

  2017.11  

 

  2018.11  

 

  2017.11  

.

 

  2017.12  

 

 

 

2020.12  

. .
.

 
 

 
 

2018.07  

 

 

 

2019.07 

 

 

 
 

20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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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2018.07  

2020  
 

 
2021.09  

2019  
 

 
2020.05  

2017  
 

 
2018.04  

2016-2017

 

 
 

2017.12  

 

 
  2018.11  

2017

 
 

 2017.11  

 

   

 

2014.12  

 

 
 

2014.12   

2013-2014

 

  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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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导学生获奖情况 

获奖项目名称  奖励类别、等级 授予单位 获奖时间 排名 

2021

 

 
 2021   

2020

 

 

 

2020   

2020

---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19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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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2019   

 

 

 

2019   

 

 

 

 

 

2017.12 

 

 

 

 

 

2017.12  

 

 

 

 

 

2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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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业绩成果简介 

注：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领军人物和拔尖人才填写近年来

的主要教学科研成果、重要创新成果及其科学价值、社会经济意

义，领导创新团队、建设学术梯队、培养青年人才情况；广西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中青年骨干教师填写近年来的主要教学科研成

果或思想政治管理工作成效、重要创新成果及其科学价值、社会

经济意义，指导大学生取得的成果情况(限 500 字以内)。 

 

为打造伸手可及、形象可感立体化思政课堂，潜心专研教学构建信息

化思政课程，获国家级教学奖 3 项，省部级获奖 14 项，其中一等奖 4 项，

作为主要参与人获区级教学成果奖 1项，校级教学成果奖 2 项。并将优质

课程资源推送给兄弟院校作为典型案例宣传推广交流，产生了良好的社会

影响力。 

 

为解决当代大学生的成长困惑和青春迷茫，帮助大学生扣好人生第一

粒扣子，实现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深入融合，探索思政课实践教学“网

络化、课程化、项目化、标准化”实践教学模式，学生收获颇丰，成果丰

硕，荣获国家级、省部级学生比赛 13 项，校级比赛 10 余项，受邀参加青

椒论坛分享“学研修”一体化实践教学模式。 

 

     坚持以教促研，教研相长，紧密结合教学开展科研工作。近年来本

人发表核心论文 2篇，其他教改科研论文近 10余篇，主持完成厅级课题

2 项，成功申报教改课题 1 项，参与厅级及省部级课题 8项，并围绕信息

化教学及高校师生共同体建设研究开展，探索构建师生共同体建设新模

式。 

 



  13  

七、下一步的打算 
 

（申报领军人物、拔尖人才者下一步的打算应达到《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领军人

物、拔尖人才主要考评指标》基本要求） 

 

一、根据团队成员特点，推进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工作。 

结合当代大学生认知规律，组织教学团队挖掘我区红色元素，拍摄

教学微视频（20-30个），并以此为根基创新思政课教学方式方法，发

表序列教改论文，并组织申报教改课题 3-5 项，发表论文 7-10 篇，凝

练提升固化教学成果，形成团队本身固有教学模式，作为主持人或主要

参与人申报自治区级教学成果奖，力争参与申报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二、实现以教促研，强化团队科研能力 

契合广西区域特色及组织团队成员研究方向共同申报国家及自治

区级科研课题并主持实施，确保新增申报 1 项国家级或省部级科研课

题，作为第一作者完成 C 刊 2 篇，著作 1 部，参与或主持申报 1项省部

级社科优秀成果奖。 

积极带领带领团队成员参与申报科研课题，完成主持厅级以上科研

课题 5-7项，发表科研论文 15篇以上，其中核心期刊 7篇。 

三、以学促教，提升团队综合素养 

组织团队成员参加教育部和教育厅所举办的高级别高水平学术研

讨会，鼓励并带头攻读博士学位或做访问学者，力争使团队成员职称或

学历上均有所提高，每年组织 1-2 次团队教学改革研讨会、1-2 次教学

观摩课、1-2 次学术研讨活动、1-2 次集体调研活动。组织团队制定计

划与团队成员积极参与全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决策咨询工作，积极开展

理论或形势宣讲活动每人不少于 2次理论宣讲或形势政策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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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学校推荐意见及对培养对象支持的承诺 
（对培养对象支持的承诺包括政策、经费、后勤保障等方面的支持） 

 

 

 

 

 

 

 

 

                               

 

     

九、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 教育厅遴选评审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