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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文件
川教研〔2024〕80 号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关于公布 2024 年

四川省高中思想政治优秀论文评选结果的通知

各市（州）教科所（院）：

根据《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党政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4 年

四川省基础教育阶段小学语文等 24 个学科及综合德育等教育教

学论文评选活动的通知》要求，我院组织专家，按照客观、公平、

公正的原则，对各市（州）推荐参评的高中思想政治论文进行了

评审。最终评选出一等奖 24 篇，二等奖 48 篇，三等奖 92 篇。

评选结果于 10 月 28 日—11 月 4 日公示，公示无异议。现

将评选结果公布（见附件）。

附件：2024 年四川省高中思想政治优秀论文评选结果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4 年 1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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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4 年四川省高中思想政治优秀论文评选结果

一等奖（24 篇）

序号 名称 作者 市州 单位

1
县域中学思想政治课问题结构式课堂

教学实践报告
柏妮 达州市 达州市教科所

2

融通·贯通·汇通：助推《读本》教

学一体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为例

张苗 资阳市 四川省安岳实验中学

3
《“数字”赋能 融合增效——数字技

术助推高中思想政治教学新样态》
陈星先 达州市 达州市天立学校

4
高中理科类学生思想政治核心素养培

养情况与改进策略
王良成 绵阳市

四川省绵阳实验高级

中学

5
生成式人工智能影响下思政课教学的

现实挑战与应对举措
黄富致 攀枝花市

攀枝花市第十五中学

校

6
中国式现代化成就典型案例融入高中

思政课教学的实践路径
何博 成都市

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

院

7

推进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

四重维度——基于四川省双流中学思

政工作实践的思考

代镕镕 成都市 四川省双流中学

8
新课标背景下高中思想政治 素养化

教学目标设计与实施
邓光富 资阳市

资阳市教育科学研究

所

9
大数据赋能：高中思政课作业精准设

计的实践范式
王伟 绵阳市 四川省绵阳第一中学

10
新高考背景下 高中思想政治大单元

教学与议题式教学融合的探索
邹加林 绵阳市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11
眉山“三位一体”持续推动和深化中

小学思政课改革创新
胡思华 眉山市

眉山市教育科学研究

所

12
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中思政课教学

的三个着力点
向小琴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第七中

学

13
基于深度学习的高中思想政治情境—

问题式教学探究
余义苇 广元市

四川省广元市教育科

学研究所

14
真题共研 思维建模——高考备考全

国卷真题使用策略探讨
张利 泸州市 四川省泸县第二中学

15
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思想政治学

科阅读模式
李小燕 绵阳市 四川省绵阳中学

16

逆向设计理念下高中思想政治教学评

价研究——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经

济体制》为例

罗莉 眉山市 眉山市车城中学

17
推进思政教育一体化：中小学国家安

全教育“434”实施策略
吴煜 内江市

内江市教育科学研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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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一体化” 开创“大思政课”育人新

局面
张尔春 攀枝花市

攀枝花市第三高级中

学校

19

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统一取向下 党史

国史教育融入高中思政课教学的三重

逻辑

金随 成都市 四川省双流棠湖中学

20
高中思想政治教学目标素养化的价值

意蕴和叙写策略
蒋攀 资阳市 乐至县教师进修学校

21
“整全育人”视域下高中政史地跨学

科融合实践类作业设计策略研究
蒲一萍 成都市 成都树德中学

22 以青春之我，述青春中国 贾林 成都市 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

23

“思政+语文”跨学科融合教学设计与

思考——以《逻辑与思维》“创新思

维要善于联想”为例

冯思萌 成都市
成都市第三十七中学

校

24
运用“双线四环”深度学习模式打造

高中思想政治学科高效课堂
杨帆 广元市 四川省旺苍中学

二等奖（48 篇）

序号 名称 作者 市州 单位

25
信息技术赋能高中思政课教学质量提

升
姜小兵 凉山州 昭觉中学

26
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视域下高中思政

课“3353”教学模式探析
何玉霞 内江市

四川省内江市第三中

学

27
素养导向的单元学历案学后反思设计

策略
李霜玉 成都市

温江区教育科学研究

院

28
“五育融合”视域下的大单元教学设计

与实践
覃小兰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西北中

学

29
基于大概念的高中思政课单元整体教

学设计
马兴星 宜宾市

四川省宜宾市第四中

学校

30
劳动教育渗入高中思想政治课程的路

径探索
林婷婷 甘孜州 炉霍县中学

31
主旋律短视频融入高中思政课的应用

探析
张倩 资阳市 四川省安岳中学

32
德阳红色文化融入大中小思政课一体

化建设的路径探究
李亚玲 德阳市 德阳成都外国语学校

33
新时代中学思政课话语亲和力的三重

思考
胥富容 自贡市 自贡市蜀光中学

34
探究新质生产力的高中思政课研学活

动方案——以四川攀枝花为例
罗婷 攀枝花市 四川省米易中学校

35
跨学科视域下高中思政融入心理健康

教育探究
刘利红 攀枝花市

攀枝花市第三高级中

学校

36
高中《法律与生活》坚持法治教育的理

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的策略
颜鸿嵘 凉山州 美姑县中学

37
传承中医药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实践路径
林清全 成都市 成都市大弯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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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高中思想政治课议题式教学中问题设

计的优化策略研究
陈思宇 乐山市

乐山高新区嘉祥外国

语学校

39
思政课视域下提升学生科学素养的路

径探析
王娟 绵阳市

四川省科学城第一中

学

40
大中小思政课一体教学研究：以《人民

当家做主》为例
刘欢 雅安市 四川省芦山中学

41
党史教育融入高中思政课的三个生长

点
周胜军 广安市

四川省邻水县第二中

学

42
浅谈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学评价

的优化路径
涂艳 南充市 南充市嘉陵第一中学

43
“两德”文化融入普通高中思政育人的

价值与路径研究
顾桂华 南充市 四川省仪陇宏德中学

44

感悟思想伟力，增强育人效力 ——谈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学生读本》（高中）的教学策略 以

第 2 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为例

刘爽 德阳市 四川省广汉中学

45
普通高中爱国主义教育大思政课程构

建实施策略
邹居勇 绵阳市 三台县芦溪中学

46
思政一体化背景下国家安全教育的深

度融合
孟宾 泸州市

泸州市泸州老窖天府

中学

47 县域高中思政课与信息技术纵深融合 康锆 眉山市 铧强中学

48
核心素养视域下高中思政课厚植学生

爱国情怀的策略探究
罗运辉 遂宁市 遂宁涪江中学

49
新时代教研视角下高中政治课堂教学

策略探究
李治 绵阳市 江油市教育发展中心

50
高中政治课教学中学生家国情怀养成

策略分析
黄欢 乐山市

四川省峨眉第二中学

校

51
基于自主学习的高中思政课堂教学研

究——以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例
李若熙 成都市 成都石室蜀都中学

52
“三全育人”视域下中学思政课打造高

效课堂的有效路径探究
雷玲 内江市

四川省内江市第三中

学

53
新课改下高中思政教材系统要素关系

处理策略
邓丽蓉 广安市 岳池县师达实验学校

54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

转化需要处理好几对重要关系
唐辉 眉山市

彭山区第一中学政治

组

55
基于“教学评一致性”探寻高中思想政

治课的情境之趣、逻辑之美
李江亚 南充市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

56

《活动型学科课程教学实践 ——以

“人民民主专政本质：人民当家作主”

为例》

李林 资阳市 四川省资阳中学

57
县域高中“大思政课”资源开发策略研

究
陈尉 雅安市 四川省天全中学

58
深化《读本》价值体认 提升思政育人

实效
喻晓兰 宜宾市

兴文县教师培训与教

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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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如何利用乡土课程资源让思政课更“接

地气”
郑美华 攀枝花市

攀枝花市泊森高级中

学

60
发挥思政课关键作用 助推生产力新

质发展
聂小琴 广安市

广安市广安区教师发

展中心

61
思政课立德树人融入校本教研的实践

探索
李大松 广元市

四川省剑门关高级中

学

62
高中思政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实践路径研究
李艳 凉山州 西昌市第二中学

63 “看似大切口，实则小切口”问题探求 张登奎 成都市 成都外国语学校

64
三新背景下如何上好《逻辑与思维》的

教学实践与探究
李祥佳 成都市 四川省彭州中学

65
体验式教学在乡镇高中思想政治课中

的应用
刘益 资阳市

四川省安岳县周礼中

学

66
跨学科视域下新时代奋斗精神融入中

学思政课的探索
刘宁 成都市 成都石室天府中学

67
基于校本调查的高效思政课堂影响因

子及对策探究
董辉 内江市 第三中学

68
深度学习视角下高中政治大单元教学

策略探究——以《法律与生活》为例
王小燕 乐山市

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

中学

69
“一体化”视域下初高中思政课教学衔

接探索
阎茂森 广元市

四川省广元市八二一

中学

70
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学生法治意识

培育策略研究
黄小艳 宜宾市 四川省筠连县中学

71
关于高中思想政治课程资源开发和利

用的思考
徐美 资阳市 四川省资阳中学

72
民办学校思政课“三新”背景下之“特

色化”
张煌 攀枝花市

攀枝花市第七高级中

学

三等奖（92 篇）

序号 名称 作者 市州 单位

73 有关成立县域思政课建设中心的构想 杨仕付 乐山市 峨眉山市教师培训中心

7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学生读本 （高中版）》教学案例
向道彪 巴中市 平昌中学实验学校

75
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初高中思政教学

一体化教学实践研究
张叶 德阳市 四川省广汉市金雁中学

76
基于创造力的定义发展探究高中思政

课学生创造力培养
梁雪 绵阳市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77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中思政教

学浅探
向小平 广安市 四川省岳池县罗渡中学

78 高中生红色传承教育的实践与探索 王守坤 达州市 万源中学

79
高中思政课多维课程评价法的思考与

研究
姚德英 资阳市

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第

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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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三新”背景下高中思想政治议题式教

学初探——以《文化创新的途径》为例
李世会 凉山州 西昌市川兴中学

81
高中政治教学中公共参与素养培育的

优化路径研究
蹇丹 泸州市 泸州市高级中学校

82
过程性评价在高中思想政治教学中的

应用研究
彭真珍 南充市

四川省蓬安县周口中学

校

83
创新思政课教学，强化实践与评价新路

径
卢焱博 攀枝花市 攀枝花市大河中学校

84

知识为基，能力为重，素养导向，价值

引领——新课标指引下的高中政治教

学提质减负策略探究

何斌 达州市 渠县达州外国语学校

85
大中小思政一体化背景下高中政治教

学探索
尹丁鹏 眉山市 仁寿第一中学校北校区

86
“三新”背景下民族地区高中思想政治

课教学策略
李建蓉 雅安市 四川省汉源县第一中学

87
浅探五育融合视域下高中政治课活动

建构路径
周玉茂 泸州市 古蔺县金兰高级中学校

88
巧用三种逻辑 破解高考政治全国卷主

观题
李爱国 达州市 四川省大竹中学

89
高中思政学科整体思维培养的实践探

究 ——以《全面依法治国》为例
胡鑫 自贡市 自贡市蜀光中学

9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中思政课的

路径探析
杨海燕 广安市 四川省邻水县第二中学

91
浅析高中思想政治课程资源开发与利

用
李杨杰 雅安市 四川省芦山中学

92
2024 年全国新课标卷《法律与生活》

考查特点与复习策略
张明林 成都市

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实

验中学校

93 高中思政课学生法治意识培育研究 陈杰 广安市 邻水正大实验学校

94
“立德树人”视角下的大中小一体化思

想政治教育模式研究
周驰 德阳市 四川省广汉市金雁中学

95 探索思政一体化建设：理论与实践融合 李敏 南充市 营山县教育科学研究所

96
一体化视域下高中开展《读本》教学的

困境与策略
徐婷 眉山市 四川省眉山车城中学

97
教学评一致性的大单元教学在复习课

中的运用
肖霞 德阳市 四川省广汉中学

98
县域高中生家国情怀养成现状及成因

研究
辜少林 乐山市 四川省峨眉第二中学校

99

“三新”背景下的“125 高效课堂”教

学模式 在高中思想政治教学中的实践

研究——以《科学立法》的教学为例

王敏 巴中市 平昌县第二中学

100
探索立德树人视角的高中政治教学研

究
邓文静 泸州市 古蔺县蔺阳中学校

101 大中小思政课一体化的实践和探索 郭林燕 泸州市 叙永县马岭中学校

102
三新背景下思政课提质增效与教法优

化的策略研究
崔红 达州市 四川省宣汉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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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新课标背景下“新生态”理念翻新高中

政治课堂研究
但娇 达州市 达州市第一中学校

104
初高中思政一体化法治意识培育实践

探究
王梅 德阳市 四川省广汉中学

105
借力信息技术，赋能高中政治学科素养

落地
鞠婷婷 南充市 四川省南充龙门中学

106 基于课标的高中思政课家国情怀教育 万利成 乐山市 四川省峨眉第二中学校

107

立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学生读本（高中）》，深化思政课

程内涵

杨旖旎 雅安市 四川省雅安中学

108
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中思政课的策

略研究
王艳 阿坝州 九寨沟县中学校

109 县城中学思政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熊映雪 广安市 四川省邻水实验学校

110
高中思想政治课议题活动教学模式探

微
叶泽来 内江市 四川省内江市第二中学

111
数字化背景高中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

及对策分析
朱辉莲 内江市 资中县第一中学

112
关于促进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一体化

建设的若干思考
邓雪梅 巴中市 平昌中学实验学校

113
指向核心素养的高中思想政治课议题

式教学案例研究
王棋 自贡市 四川省荣县中学校

114 巧用议题教学落成思政课堂情感教育 黄晓玲 乐山市 四川省乐山第一中学

115
基于高中思想政治新课标实施背景下

学生阅读能力培养策略探究
谭延丹 巴中市 巴中西南领航实验学校

116
自贡红色文化资源在高中思想政治课

堂教学中的应用策略初探
朱祥君 自贡市 自贡市第一中学校

117
高中思想政治教学中学生法治意识培

育的路径
梁光艳 宜宾市 四川省筠连县中学

118
高中思想政治教育课堂的有效管理研

究
吴明燕 甘孜州 道孚中学

11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学中强化学生

理想信念的对策
何秋萍 眉山市

四川省仁寿第一中学校

北校区

120
新课标引领下的高中思政课立德树人

策略研究
杨芳 雅安市 雅安中学

121
高中思政教材基于大概念单元教学设

计的探索
颜霞 宜宾市 宜宾市第四中学校

122
信息技术环境下高中思想政治课堂教

学 模式构建策略
郭照玲 凉山州 雷波中学

123
信息技术助力政治课堂发挥立德树人

实践探索
李红霞 达州市 四川省达川中学

124
新高考改革视野下高中政治课教学改

革研究
瞿萍 德阳市 广汉市金雁中学

125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背景下教学教

研策略研究
高梦馨 攀枝花市 攀枝花市第十二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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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真情境”助力高中思政课立德树人 庄燕芳 凉山州 雷波中学

127
“大思政”背景下如何推动校园文化建

设和思政教育融合发展
钟远刚 自贡市 自贡市第二十二中学校

128
基于新课标指导下的高中思想政治复

习备考策略研究
平旭红 凉山州 西昌市教师发展中心

129
“立德树人”视域下高中政治教学实践

反思
王煜 眉山市 仁寿县铧强中学

130
关于核心素养下创设高中政治教学情

境的思考
陈萍 南充市 营山小桥中学校

131 对 2024 年龙年春晚节目的多角度思考 邱玲 德阳市 四川省广汉市金雁中学

132
案例教学培养高中生科学精神的路径

研究——以《哲学与文化》为例
黄彩虹 自贡市 富顺一中

133 浅谈薄弱学校艺体生的政治课堂教学 祝雪莹 广元市 四川省旺苍东城中学

134
浅谈新课标下高中政治新教材的高效

应用
赵蓉 巴中市 四川省平昌县第二中学

135
“双新”背景下如何增强高中思想政治

课教学的实效性
严安芳 甘孜州

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中

学校

136
坚持法理情相融：增强思政课爱国主义

教育实效
伏永平 遂宁市 遂宁涪江中学

137
浅析高中思想政治教材辅助文的功能

及使用策略
彭友军 遂宁市 四川省射洪中学校

138
《逻辑与思维》教材分析与教学策略探

析
胡江萍 宜宾市 四川省筠连县中学

139

高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学生读本》与思想政治学科教学融

合路径分析

李俊飞 内江市 四川省隆昌市第二中学

140
高中思政课堂中多媒体教学的现状浅

析——以平昌县某中学为例
张丽 巴中市 四川省平昌县第二中学

141
核心素养视域下高中政治高效课堂议

题式教学策略
殷燕 甘孜州

甘孜州康北民族高级中

学

142 高中时事政治教学策略研究 刘罗敏 自贡市
四川省富顺县永年中学

校

143
立德树人背景下高中政治个性化教学

探究
罗开燕 阿坝州 金川县中学校

144
高中思政课堂开展育人教育的策略研

究
田野 阿坝州 小金中学

145
打造高中政治高效课堂，培养核心能力

的探索
黄霞 凉山州 西昌市川兴中学

146
对民族地区大中小思政课一体化的思

考
拉吉拉姆 甘孜州 丹巴高级中学

147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融入高中思政课

教学研究
杨林甫 泸州市 四川省纳溪中学校

148
信息技术与高中思想政治课程的创新

融合路径
伍俊宇 南充市 南充市高坪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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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信息技术赋能高中思政课立德树人的

创新教学模式研究
张忠艳 雅安市 四川省芦山中学

150
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中学思政课教育

一体化教学研究
唐智 遂宁市 四川省遂宁涪江中学

151
藏区高中思政课教育“以德树人”深入

探索
殷鸿 甘孜州 乡城县中学

152
依托信息技术提升高中思想政治课程

育人实效
杨玉香 宜宾市 宜宾市第四中学校

153 高中政治课堂议题式教学策略探究 张璋 自贡市 富顺第一中学校

154
浅析基于解决关键问题的高中思想政

治课的设计
童贤坤 泸州市 泸县二中实验学校

155
高中思想政治理论课落实“八个相统

一”的路径探析
达妹磋 阿坝州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藏

文中学校

156 高中思想政治文本解读与实施分析 钟富贵 成都市 成都市田家炳中学

157
高中政治教学中大单元教学的开展途

径
郑涛 甘孜州 道孚中学

158 基于立德树人的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任青机 阿坝州 四川省壤塘县中学校

159
新时代思政课教材使用的成效与优化

研究
叶露西 内江市 四川省隆昌市第二中学

160
高阶思维与高中思想政治新课标的深

度融合思路构建
姜志华 广安市 四川省华蓥中学

161
新课改下高中思想政治教材的运用研

究
余刚 雅安市 宝兴县中学

162 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有效性探索 黄平 宜宾市
四川省宜宾市第四中学

校

163 在时政情境中培养公共参与精神 黄倩 乐山市 四川省井研县井研中学

164
“三新”改革背景下高中政治教学设计

的探索与创新
冉杰 巴中市 平昌县响滩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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