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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精神研究阐释

从批判性到建构性: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时代转换” 刘同舫(1·5)…………………………………………………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建构与完善 李华 陶雨欣(1·13)…………………………………
“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内涵意蕴与实践要求 钟贞山 程文(1·23)………………………………………………
发生学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四重逻辑 陈红娟(2·5)…………………………………………………
马克思恩格斯经济现代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饶静安 贺立龙 孙晓凤(2·12)………………………………………
新时代党的宣传工作中议题设置的逻辑进路 张丽丝(2·19)……………………………………………………………
中华文明从“旧”到“新”的密码———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内在关联 林国标(2·27)…………
“两个确立”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冯留建 王子环(3·5)…………………………………………………
“三个务必”的哲学基础、理论蕴涵及其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意义 杨海(3·14)………………………………………
伟大建党精神的具象化弘扬:意蕴、依据及路径 刘渊 刘飔冰(3·23)…………………………………………………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理论研究

中国共产党伟大号召的历史演进、鲜明特点及时代价值 丁俊萍 魏强(4·5)…………………………………………
中国共产党历史叙事的构建、特征与价值 李亚男(4·16)…………………………………………………………………
中国共产党治藏进程中“两路”沿线群众政治认同的历史考察 汪东明 郭海龙 何云庵(4·24)……………………
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设的三重维度———基于政党属性的考察 樊宸余 王久高(5·5)………………………………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中的世界性话语探析(1921-1927) 苏悦 段治文(5·15)………………………………………
长征的国际叙事与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研究 付志刚(5·25)……………………………………………………………

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

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历史审视 马雪梅 王炳林(6·5)…………………………………………………………………
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理论内涵和时代价值 徐坤(6·15)…………………………………………………………………
毛泽东关于伟大斗争的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张浩(6·21)…………………………………………………………………

哲学

生死“之间”的逻辑———德里达“生死”研讨班与理解解构哲学的一条线索 黄旺 曾梦祥(2·37)……………………
质料现象学的偏离与逆转———米歇尔·亨利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根本推进 魏琴(2·46)………………………………
康德论归责的对象 马新宇(2·55)…………………………………………………………………………………………
从发生的视角对本质直观悖论的化解———兼对陈嘉明教授的回应 陈志伟(3·31)……………………………………
时间意识中个体化与具体项融合的部分论分析 毛家骥(3·39)…………………………………………………………
批判是启蒙的序曲———对福柯关于康德启蒙观与其批判哲学关系论述的完善和反思 甘从营(3·47)………………
哲学的任务———论中西方哲学的一个影响深远的差异 丁三东(4·35)…………………………………………………
窥基《说无垢称经疏》探析 杨东(4·43)……………………………………………………………………………………
康德的批判哲学与超越问题———基于形而上学的视角 张志伟(5·33)…………………………………………………
黑格尔与现代科学架构模式 庄振华(5·39)………………………………………………………………………………
海德格尔对世界实在性问题的化解———基于“在-世界-之中-存在”结构 廖新宇(5·47)…………………………
耻感的构成与道德功能 谭光辉 韩冰莹(6·31)…………………………………………………………………………
神话何以拥有实在性? ———对后期谢林神话学的一种研究 刘伟冬(6·40)……………………………………………

逻辑学研究

思想实验的逻辑结构:以盖梯尔案例为例 冯书怡(1·30)…………………………………………………………………
从实质归纳理论看归纳的局部化趋势 李帅(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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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可以不服从逻辑———石头悖论新解 邓曦泽(1·45)…………………………………………………………………

法学

论《立法法》规定监察法规制定权 刘怡达(1·52)…………………………………………………………………………
比例原则司法审查中的阶层秩序问题及类型化操作 金龙君(1·63)……………………………………………………
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制度的运行问题与对策建议 王蓓 张一博(1·74)…………………………………………………
上位法依据被废止后的司法解释效力探究 郑文睿(2·64)………………………………………………………………
监察机关立法权配置的司法解释模式 吴腾(2·73)………………………………………………………………………
医疗损害中参与度的概念厘清与司法适用 王竹 罗雅文(2·81)………………………………………………………
人大代表协助宪法实施问题研究 谢维雁 乔娟(3·54)…………………………………………………………………
中国特色的合宪性咨询制度何以可能 朱学磊(3·64)……………………………………………………………………
容错机制中“善意违法”行为的可容性及其限度 李冕 杨登峰(3·73)…………………………………………………
矫治责任视野下的触法未成年人专门矫治教育制度研究 唐稷尧(4·50)………………………………………………
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立法:反思与应答 孙道萃(4·63)……………………………………………………………………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量刑失衡的实践检视与调适 朱珊珊(4·73)………………………………………………………
公司的权力机构:一个公法概念私法嬗变的历史进路、理论逻辑与当代意涵 李铮(5·55)……………………………
《信托法》信义义务规则司法适用“弱势”困境的实证分析 唐仪萱 刘琦(5·65)………………………………………

RCEP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例外条款的适用及中国应对 杜玉琼 罗新雨(5·75)………………………………………
管理主义视角下的刑事司法 王汀 刘计划(6·47)………………………………………………………………………
律师执业权利保障的检察监督模式:实践困境与调适进路 林喜芬 胡凌宇(6·60)……………………………………
董事责任保险负面效应的制度应对:基于保险人视角 马飞 蒋昇洋(6·71)……………………………………………

经济与管理

走向政民通达:政府决策回应的平台模式研究 李桂华 林思妍 张秋东(3·82)………………………………………
共生视域下公众参与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的作用机制与路径 王恬(3·92)………………………………………………
复杂劳动还原与经济循环的内生增长动力 肖磊 胡俊超 鲁保林(6·80)……………………………………………
乡村振兴共生系统构建及其稳定性治理机制研究 王冲 曾君 司嵬(6·90)…………………………………………
移动营销中的游戏化及其规制研究———基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 李宣(6·98)…………………………………………

新时代乡村振兴研究

乡村非遗旅游活态传承的价值共创机制研究 李江敏 王青 魏雨楠(1·82)…………………………………………
文化遗产地文旅融合因素与作用机理研究———以湘西老司城遗址为例 蔡礼彬 王湉(1·91)………………………
听得见的乡愁:乡村旅游中的声音景观 李志飞 李佳蔚(1·98)…………………………………………………………
产权粘度与宅基地使用: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王艳西(2·90)………………………………………………………………
智慧农业改善农业金融效能:机理及典型实践 曾庆芬(2·99)……………………………………………………………
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的内涵释义、生成机理和长效治理 赵海堂(2·109)………………………………………………
我国政府粮食储备品种结构布局现状及优化研究 高洪洋 胡小平(5·84)……………………………………………
村社组织参与农业服务规模化的运行逻辑———基于地方实践经验的分析 黄延廷 申汪洋(5·92)…………………
从源头提高绩效:农村改革项目执行中的预见性回应机制研究 李华胤(5·99)…………………………………………

旅游论坛

场域共在与集体欢腾:节庆旅游剧场中的游客体验共睦态形成研究 余志远 闫铭 谷平平(4·82)…………………
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地方文化活力的维度探测与量表开发 包亚芳 孙治 蒋晗静(4·89)…………………………
旅游演艺沉浸体验的影响因素与形成机制

———基于《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扎根分析 李万莲 陈晓钱 王良举(4·99)…………………………………

教育学·心理学

论当代中国大学发展的四重逻辑:根、魂、梦、路 汪明义(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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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唯之“破”与文科之“新”———兼论发展新文科的逻辑前提 林丹 王澍(1·117)………………………………………
文化导向 结构支撑 实践落实———《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解读 赵宁宁(1·122)………………………
义务教育英语新课标的“变”与“不变”———兼论语言知识在新课标中的平衡作用 王卉(1·130)………………………
异性拒绝与大学生网络色情偏差行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梁斌 李海 秦宗静(2·116)……………………………
家庭收入何以影响个体社会压力? ———社会规范感知的中介作用 李菁林 潘孝富 毕文芬(2·124)………………
技术时代的教育存在危机透视———从ChatGPT出发的思考 刘庆昌(3·98)……………………………………………
论教育技术向善:基于技术反噬公平的视角 张新民 张稷锋(3·107)…………………………………………………
教育产业数字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促进机制、冲击路径与提升策略 钟成林 黄幼鹂 胡雪萍(3·117)…………
指向深度学习的知识建构———基于对高等教育中“教”与“学”的思考 张春莉 缪佳怡 张泽庆(3·125)……………
中小学教师培训项目运行实践困境与治理机制———基于新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 陈庆礼 缴润凯(3·134)…………

ChatGPT的教育挑战与应答 张海波 杨兆山(4·107)…………………………………………………………………
社会加速境遇下家长角色的异化与回归 邵琪 张义民(4·115)…………………………………………………………
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演进逻辑与战略选择 綦文惠 秦玉友(5·107)………………………………………………
创新创业教育: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核心命题 王洪才(5·117)……………………………………………………………
人工智能时代直观教学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周序 秦嘉龙(5·124)………………………………………………………
指向深度学习的基本问题设计 陶旭泉(5·130)……………………………………………………………………………
塑造高等教育发展新动能新优势:逻辑、意蕴与方向 康胜(6·108)………………………………………………………
五育融合如何在学科教学当中实现———新课标“课程内容结构化”的启示 郭艳芳(6·116)……………………………
什么样的课程内容结构最具教育价值———兼论新课标“课程内容结构化”的育人逻辑 郑红娜(6·123)………………
我国中小学课堂话语互动失效现象的归因探究———基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思材 刘子涵 黄亚婷(6·133)………

国际中文教育研究

国际中文教育研究的新特点与新趋势———基于2013-2022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考察 赵雅文 励智(2·133)…
国际中文教师语言测评素养:基于语言测评知识、实践和反思的调查 张艳莉 王肖竹(2·141)………………………
汉语水平考试(HSK2.0)反拨效应的多维度探析 周琳 肖媛 郑洁(3·142)…………………………………………
新时代新征程国际中文教育新使命新行动思考 吴应辉(4·124)…………………………………………………………
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和实践进路 王辉(4·131)…………………………………………………………
国际中文教材动态评价模型构建研究 梁宇(5·136)………………………………………………………………………

文学与文艺研究

《史记·屈原列传》的史料来源与文本问题的文章学考察 张二雄(1·138)………………………………………………
明清女教类善书传播与戏曲中女性形象研究 李艳(1·150)………………………………………………………………
危机时刻的词学批评———现代词学发展史中的民族国家话语 孙启洲(1·159)…………………………………………
东亚儒家文化视域下的善恶厕神———韩国怒一底大与中国紫姑的比较 刘勤(2·154)…………………………………
从“义士”到“成功者”的思想史脉络

———对近代中国报刊中安德鲁·卡内基形象的文学性分析 邱月 胡雪翔(2·163)………………………………
从“电影现象学”视角重新理解“电影真实”———基于“身体经验”的分析 张骋(2·169)…………………………………
郭店楚简引诗论及毛诗《都人士》的文本生成 熊良智 李领弟(3·150)…………………………………………………
汉唐天文学说的演进与辞赋书写 印志远(3·156)…………………………………………………………………………
作为“诗的内在精神”与“技巧”的节奏———对《节奏与中国现代诗歌》的语言学考察 高玉 陈绍鹏(3·167)…………
宋代行状地位的提升:从哀祭类到传记类的转变 宋晓云 赵彬(5·146)………………………………………………
荻生徂徕对王世贞文学思想的接受———兼谈日本文学复古的走向 贾飞(5·154)………………………………………
她题材、学者小说与“半糖”哲学———骆平小说论评 刘小波(5·164)……………………………………………………

历史学

陆游与唐琬婚姻考———兼论宋代婚姻制度与习俗的若干特点 贾芳芳 王曾瑜(1·168)………………………………
北宋末卜漏事变述评 张邦炜(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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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代雍乾时期四川粮食运销 邓前程 朱林(1·186)……………………………………………………………………
革命与学术的整合: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世”取向 高希中(1·199)…………………………………………
从科学史学到民族主义史学———朱希祖史学思想探析 周文玖(3·174)…………………………………………………
“感情”和“理性”之间:吕思勉的民族主义论 王应宪(3·184)……………………………………………………………
为传统史学续命:宋慈抱《续史通》的民族本位思想 蹇伶浇(3·190)……………………………………………………
全面抗战时期民族主义视域下的西南民族研究 贾红霞(3·198)…………………………………………………………
强化省权与巩固统一———“川政统一”后南京国民政府对四川地方政制的改造 车人杰(4·162)………………………
西学东渐与民意调查在中国的学科预备 杨勉(4·174)……………………………………………………………………
禁囤抑价:1940年蒋介石查禁四川粮食囤积的努力 陈默(4·183)………………………………………………………
冷战、城乡和三线建设:与美国学者柯尚哲先生的讨论 李德英 胡天鹏(4·195)………………………………………
中日军队在上高会战中的战略战术博弈 贺怀锴 安琪(6·142)…………………………………………………………
日内瓦海军裁军会议与英美围绕海洋权势转移的博弈 李书剑 洪邮生(6·154)………………………………………

巴蜀论丛

阴翊王度:“张三丰入蜀见蜀王”传说新考 白艳波(2·176)………………………………………………………………
晚清内地华洋诉讼中的“华强洋弱”现象———以巴县档案为对象的考察 闵小梅 里赞(2·186)………………………
川南“新文化运动”与恽代英的思想转折———基于新旧双方互动的视角 李哲(2·195)…………………………………
族规生成与社会变迁———以清代中后期成都刘氏族规碑刻为例的研究 郭广辉(5·169)………………………………
论20世纪30-40年代巴蜀文化研究的新学转型———以郑德坤、卫聚贤为重点 龚伟(5·183)………………………
民国时期自流井盐场公署第一盐工子弟学校探析 高小林 张强(5·196)………………………………………………
多重证据视域下藏羌彝走廊石表述的迁播与交融 刘波 杨茜雯(6·167)………………………………………………
清代四川清诗总集编纂群体考论 王虎 王梅(6·177)……………………………………………………………………
鹤林寺常安民“读书之庵”讹变考 汤洪 张以品(6·184)…………………………………………………………………

出版与传播

社科学术期刊评价:回顾、反思与构想 钟秋波(4·138)……………………………………………………………………
全媒体视域下高校的红色文化传播 隋文馨(4·149)………………………………………………………………………
社交媒介语境下的戏仿叙述与情感交流 唐忠敏(4·155)…………………………………………………………………
特色专栏: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发展新方向 颜冲(6·192)…………………………………………………………

学术综述

五育融合与教学创新———第十七届全国教学论学术年会综述 付积(4·205)……………………………………………
司马错与蜀道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司马错入蜀及其重大历史意义”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朋乐 蔡威(6·197)……

学术评介

缝合情感叙述的“感”与“知”:读谭光辉《情感的符号现象学》 刘丽 阿斯比恩·格伦斯塔德(1·205)………………
回眸·反思·展望———评《价值观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研究》 林伯海(2·205)…………………………
思想中的历史与历史中的思想———《沈志远学术思想研究》介评 徐斌(5·207)…………………………………………
集成一省历代通志 传承弘扬巴蜀文化———《巴蜀历代通志集成》简评 吴艾坪(6·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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