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3年度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
社会教育（社科普及）专项课题拟立项名单

一、重点资助项目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单位名称

1 江苏地方优秀传统文化新媒体普及成果案例研究 姚国章 南京邮电大学

2 《江苏省终身教育促进条例》立法研究 王建明 江苏开放大学

3 “高职院校-社区”互动融合模式下终身教育共同体
构建研究 

柯赟洁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4 智能时代社区老年数字化学习路径优化研究 辛永容 江苏开放大学

5
健康中国背景下患者公众教育协同机制及提升策
略研究  张玥 南京医科大学

6 社区“家长学校”建设的案例研究 刘文 宿迁学院

7 “一老一小”代际学习服务的社区教育供给模式研
究

侯美玲 南通职业大学

8 社区教育学习成果微认证机制研究 邵文莎 江苏开放大学

9 江苏省社会公众人文社会科学素质指标体系研究 蔡莉 江苏大学

10 长三角地市级可持续发展的社区教育路径研究 张丽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11 新时代江苏社区老年教育与学历教育融合路径研
究

许浩 江苏开放大学

12 江苏基层社科普及资源开发、整合、利用探索性
研究

王传棨 中国矿业大学

13 基于胜任力模型的新时代社区教育教师“分层分类
分级”发展促进机制研究

项锦 江苏开放大学

14 社区艺术教育的质量文化体系建设研究 张曌曌 江苏开放大学

15 新媒体视域下心理健康普及教育“大中小一体化”
工作创新研究

陈权 江苏大学

二、一般资助项目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单位名称

1 青少年法治教育资源协同建设研究 徐骏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 党建引领下新型社区财经素养普及教育研究 金苏闽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3
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社区教育课程建设与创新探
索——以《环保课堂》为例

黄兆琴 江苏开放大学

4 增能理论视域下“智慧就医”长者课程的建设与实
施路径研究

孟亚俐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5 依托地域文化的社区教育本土课程建设研究 许韧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6 以中医院校实训基地为平台开展中医“科、教、 
服 、培、养‘’五位一体发展模式研究 

胡必梅
江苏省连云港中医药高等职
业技术学校

7 社区教育要素市场研究 李斌 张家港开放大学

8 吴地优秀传统文化新媒体普及成果案例研究 陶莉 苏州市职业大学

9 江苏传统戏曲短视频的网络社群传播路径研究 邓天白 扬州大学

10  新时代传统中医艾文化普及与社会融合路径选择 孙建 南京农业大学

11 积极老龄化视域下老年艺术康养服务模式研究 
——以常州为例

朱骏 常州开放大学

12 学分银行助力农村社区教育的实践策略研究 吴静 江苏开放大学

13 为“她”赋能：新时代社区女性终身教育品牌建设
研究

瞿翠玲 徐州工程学院

14 在博物馆长大：江宁织造博物馆探索社区教育课
程典型案例研究

黄晨 江宁织造博物馆

15
老龄文明语境下的老年教育社区共学养老实施路
径研究——以苏南地区为例

张一之 常州市武进社区培训学院

16 新时代社区老年教育的实施路径研究 陈奕如 江苏开放大学

17 江苏社区老年教育“养教联动”模式实践研究 张倪雨 江苏开放大学

18 基于多体系融合的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刘晴 无锡开放大学

19 新时代江苏农村社区老年教育的实施路径研究 陆彩兰 扬州市职业大学

20 江苏省社区老年教育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 沈茹 江苏科技大学

21 助力老年群体跨越数字鸿沟的学习资源设计与开
发研究

杨成 江苏师范大学

22 数字媒介教育弥合老年人数字鸿沟的径研究 史阳春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23 AI赋能视域下老年群体的媒介适应性研究 常大全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24 社区“心方案”家庭教育建设的案例研究 臧杨柳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25 长三角一体化视角下社科普及协同创新路径及机
制研究

殷绚 南京工业大学



26 长三角地区社区教育（社科普及）协同创新研究 易能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27 老年人社区参与对其幸福感影响的研究 贾林祥 江苏师范大学

28 社科普及讲解员群体专业化发展策略研究 翁李胜 南京农业大学

29 新时代社区老年教育的实施途径研究 王维青
昆山市张浦镇成人教育中心
校

30 社区“家长学校”建设的案例研究 贾秋红
无锡市惠山区钱桥社区教育
中心校

31 “五社联动”背景下社区教育促进社区治理的路径
研究

仇桂且 淮阴工学院

32 “双减”政策下科普研学的开发与实施策略研究 徐永兵 江苏开放大学

33 推进社区居民数字化学习的实践策略研究 赖华强 江苏开放大学

34 嵌入式治理视域下社区教育融入研究——以南京
市G区社区教育学院为例

周梦蝶 江苏开放大学

35
社区教育促进社会治理的功能、机制与路径研究
—— 基于张家港市凤凰镇社区教育的实践

彭景阳 张家港开放大学

36 社区教育赋能城市社区治理的影响因素 及优化路
径研究

余栋 苏州科技大学

37 新时代社区教育教师发展影响因素及促进机制研
究

刘连喜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38 共同富裕背景下农村社区教育（社科普及）创新
研究

赵岩 江苏开放大学

39 新媒体视域下社会科学普及路径创新研究 孙雷 江苏开放大学

40 新媒体视域下“互构型”应急科普创新研究 张胜玉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41 洪泽湖木船非遗社科普及资料的挖掘与图形化整
理研究

吕天娥 淮阴工学院

42 社区教育助力社区治理的实践功能及策略研究 仲红俐 常州开放大学

43 数字化背景下扬州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优化路
径研究

戴红兵
扬州市广陵区哲学社会科学
界联合会

44 基于新媒体技术的非遗文化传承创新研究 尹磊 秦淮·非遗馆

45
网络暴力治理环境下社区法治教育普及的实践与
优化  张云东 太仓市人民检察院

三、立项不资助项目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单位名称

1 新时代社科普及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的实践研究 
——以“智能制造初体验”职业启蒙教育课堂为例

张丽萍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2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家庭教育科学指导路径研究 王清莲 常州开放大学

3 新的文化使命下地方传统文化新 媒体普及案例研
究

刘琼 江苏大学

4 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数字化游学课程研究——以
江苏开放大学“游学江苏”项目推广为例

倪婉璐 江苏开放大学

5
扬州工艺文化产业与社区教育的融合发展研究
——以宝应县鲁垛镇社区乱针绣工艺为例

朱成军 扬州市职业大学

6 AIGC应用于社区教育探索性研究 孟召坤 宿迁学院

7 新时代社区老年体育与健康教育目标体系构建与
实施路径研究

王志强 江苏理工学院

8 江苏地区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成果案例研究——以“
我就爱这彭城范儿”文化品牌提升项目为例　

曹顺 徐州开放大学

9 基于“养教联动”的社区老年教育模式构建研究 于芳芳 东台开放大学

10 “家校社三元共育”的德育实施路径研究　 赵文超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11 创新“1+N ”农村老年教育扩面增效教学模式实践
研究

常永兰
江苏省如东县岔河镇社区教
育中心

12 新时代社科普及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的实践研究 陈凯伦
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
局

13 “双减”政策背景下公共图书馆优化未成年人读者
服务工作的路径研究

韩榕 灌南县图书馆

14 “养教结合•经典诵读”老年教育模式构建路径研究 陈立人 无锡市梁溪区社区培训学院

15 新时代社区老年教育的实施路径研究 奚小网 无锡开放大学

16 网络学习空间支持的老年数字化学习路径研究 朱冠华 无锡开放大学

17 江苏省社会公众人文社会科学素质指标体系的构
建及影响因素研究

王艳丽 江苏师范大学

18
新时代社区教育赋能老年生活品质提升的策略研
究 谢素兰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19 “互联网+”时代社区老年教育的实施路径研究　 马萍 南京工业大学

20 养教结合视域下数字化社区老年教育适老化路径
策略研究

彭建明 扬州市职业大学

21 “一老一小”社区代际共融模式的现状及优化路径
研究

方芳 徐州开放大学

22 中日老年教育实施路径比较研究 孙晓红 无锡开放大学

23 加拿大社区学院职业技术类课程建设的经验借鉴
研究

宋秦中
苏州市职业大学、苏州开放
大学

24 跨代共融：“一老一小”代际学习服务的社区教育
模式创新研究

刁力 宿迁学院



25 新时代社区老年教育的实施路径研究 刁仁兵
宝应县安宜镇成人教育中心
校

26 以“生活教育”理论优化乡镇老年教育实践研究 朱越峰
苏州市吴江区平望镇成人教
育中心校

27 “家门口的老年大学”基地建设实践研究 易平
苏州市吴江区太湖新城成人
教育中心校

28 连云港市古楼社区“家长学校”建设的案例研究 瞿叶庭 连云港市海州实验中学

29 双碳目标下社区推进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的内涵与
模式研究

赵誉钦 江苏开放大学

30 数字赋能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实现路径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

张巧可 南京财经大学

31 推进城乡社区居民数字化学习的实践策略研究 王超 中国矿业大学

32 艺科融合视域下的社科普及资源“家校社”协同整
合研究

王思雅 南京艺术学院

33 新媒体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数学文化普及工作创
新研究

沈中宇 苏州大学

3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路
径探究——以茶文化为例  陶琛 徐州开放大学

35 基于干预——反应模式的学习障碍儿童普惠发展
路径研究

李晓娟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36 社区教育促进社区治理的实践功能与机制创新研
究

骆聘三 苏州大学

37 高职“三社联动”赋能社区教育促进社区治理的实
践功能研究

谭家皓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38 新时代社区教育教师发展困境及促进机制研究 陈哲 扬州市职业大学

39 社区教育现代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基于
无锡市新吴区社区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李华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40 新媒体视域下信息干预在社区社科普及中的作用 李筱璐 南京邮电大学

41 新媒体视域下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机制与路径研究 鲁煦 无锡行知科技学校

42 新媒体视域下青少年心理健康知识科普工作的创
新性研究

熊文琴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43 江苏省农耕文化科普资源开发、整合、 利用探索
性研究

陆川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44 数字化背景下江苏地方优秀传统文化普及的内在
逻辑及创新路径研究

杨青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5
博物馆社科普及基地资源开发、整合、利用研究
——以南京地区为例

潘彬彬 南京市博物总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