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景德镇学院地厅级以上立项汇总表

序

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申

请人

1

省社科基金

“西学东渐”背景下陶瓷典籍外译及其影响研究 谢志明

2 景德镇传统手工艺陶瓷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研究 洪瑶

3
中国式现代化与乡村振兴：“村 BA”赛事的内生动

力及路径研究
李长春

4
基于明清水运商贸体系视角下的景德镇历史文化街

区传统业态改造与创新研究
程芷樱

5 皖赣边苏区革命斗争史（科普专项） 江旺龙

6
数字资源在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承与创新中的作用研

究（地区招标）
邵丹

7
省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专项

江西省“十五五”时期网络安全面临的形势、存在的

问题及对策研究
刘浪

8

省社科基金高

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研究专项

高校《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中国精神”实例教学

路径研究——以红色陶瓷文化为例
王誉钦

9
教科规划（高校

管理专项）

服务支撑“1269”行动计划导向下行业特色高校专业

结构调整优化研究
曾娟玲

10
科技厅面上项

目

面向关键绩效指标的复杂工业过程模式运动控制研

究及应用
李香泉

11 省文化艺术基

金

华夏赓续——陶瓷书法融合赣鄱文脉创作探索 朱希睿

12 陶瓷艺术《路途——不畏远征难》 吴颖琛

13
省高等学会课

题(重点)

基于自然语言与深度学习的实时心理危机预警系统

研究
蒋海昌

14

基础教育（一般

项目）

《乡村振兴背景下美术教育人文精神与德育渗透的

实践研究--初等教育开展陶瓷美育的可行性
洪瑶

15
核心素养视野下陶瓷文化资源在初中美术课堂中的

应用研究
王欣

16
基于核心素养培养的高中生物主线式情境教学实践

研究
司春灿

1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中学体育与健康学科的研

究
吴蓓蓓

18 人工智能赋能初中英语听说教学的应用研究 许佳

19
协同提质背景下县域整体推进馆校合作视域下中小

学“地方特色课程”设计研究
陈猛

20
道德与法治教育视角下中小学反霸凌教育的道德认

知与行为干预研究
黄勇

21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融入青少年法治教育的内在

机理和实践路径研究
周树娟

22 核心素养视域下心理电影融入主题班会的实践研究 夏小红

23 基于景德镇特色的大中小学一体化研学理论与实践 桑月侠



研究

24

教育厅科技项

目

基于数字化设计及 3D 打印的瓷乐开发研究 郑立斌

25 CeO2 氧缺陷协同催化提升 SOFC 阴极性能的机制研究 韦斐

26
深度学习和计算机视觉融合下航空器落地标识识别

研究
黄威

27
秸秆还田对双季稻田土壤碳转化的影响及微生物机

制
陈丽明

28
不同复合栽培模式对茶园生态系统碳汇的影响机制

研究
祝维

29
柚皮不溶性纤维乳液的构建及其对肥胖的改善作用

机制
高凯丽

30
基于声光双信息耦合的直升机金属构件失效趋势诊

断研究
饶刚福

31 园区智能网联汽车定位及高精地图技术研究 彭志波

32

省高校人文红

色文化专项

红色文化传承视角下的陶瓷雕塑数字化教育路径研

究
程诗婧

33
景德镇红色陶瓷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价

值与运用研究
曹志瑜

34
学生发展共同体视角下红色基因传承对高校辅导员

价值引领的影响及实现路径研究
黄勇

35
江西红色文化基因在陶瓷玩偶设计上的创新性转化

研究
王智鸿

36

省高校人文一

般项目

景德镇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现状

与长效机制研究
王燕

37
高校实践育人：志愿服务的社会价值挖掘探索研究—

以陶溪川社区为例
袁峰平

38
基于旅行“打卡”现象的红色文化在高校学生中的传

播新路径研究
高惠凡

39 明清陶瓷群像图式的文化叙事特性研究 蔡锐

40
景德镇陶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区参与式保护与传

承模式创新研究
周乐斯

41
景德镇传统青白瓷技艺数字化保护与教育化传承研

究
陈思雨

42
数字化与心理学融合模式下个性化学习路径构建研

究
张兆琳

43

省高等学校思

想政治研究专

项

以 SWOT 分析法解析智能平安校园建设态势及路径

优化研究
李虹

44
育人实践活动促进高校辅导员核心素养提升研究—

—以景德镇学院 Forest 辅导员工作室为例
候灵云

45 红色基因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途径研究 周春燕

46
基于课程思政的大学生家国情怀培育研究——以涉

农专业为例
余义亮



47
融媒体环境下校园短视频在网络思政教育中的引导

功能和创作策略研究——以江西高校为例
李婷婷

48
省党建课题

新质生产力认知程度对大学生党员创新意识影响的

实证研究
王燕

49 高校基层党建工作考核评价办法研究 肖祖铭

50

省体育局

高校社会体育指导员培养及作用发挥研究 潘洪涛

51
跨学科视角下的江西省青少年篮球后备人才发展预

模型构建与应用研究
李长春

52

省高等学会课

题(一般)

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视域下运用红色基因铸魂育人

的路径思考与载体探索
黄超

53
数智时代地方应用型高校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研究-以

景德镇学院为例
夏雅君

54 大学外语多元化评价体系建设研究 程坚

55

市社科规划

数智时代背景下的景德镇陶瓷展示空间设计研究 黄 芬

56 陶瓷文化融入景德镇中小学思政教育策略研究 王智鸿

57
地域文化的数字化传承与推广路径研究——景德镇

瓷器纹样形象的创新性重构

熊孟瑛

璟

58
“景漂”视角下的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承与创新路径探

索
周乐斯

59
传统陶瓷技艺助力景德镇陶瓷文化新生态建构的路

径研究
吴颖琛

60 “景漂”与景德镇综合材料日用陶瓷创新情况的研究 周雅琦

61
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新的途径与模式探索性研究——

以国瓷红叶为例
唐 姣

62
“一带一路”背景下文化距离对景德镇陶瓷文化产业

发展的影响研究
陈和杰

63
“一带一路”背景下景德镇陶瓷文化的传播与发展研

究
熊 晨

64
景德镇“国家用瓷办公室”与国家用瓷的历史文化研

究：1949-1998
汪凌川

65
“一带一路”背景下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播与发展路径

研究
张 灿

66
乡村振兴视域下设计助推江西乡村红色文化发展的

实现路径研究
方 愉

67 智能化治理条件下的网络舆情分析和引导 占 俊

68 景德镇历史文化街区活力分析与提升研究 夏 辉

69
旅游文化翻译助推文化对外传播实现的作用机理与

优化路径 ---以景德镇陶瓷文化旅游景区为例
李彩霞

70
多元文化视域下红色文化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意识

形态传播探究--以景德镇学院为例
彭志刚

71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大学生融入乡村文化传播与产

业发展的探索
陈 琳

72 “双碳”目标下景德镇城市绿地种植设计研究 余义亮



73
赣南采茶舞和陶瓷结合的“非遗”保护与传承创新策

略研究
邹萱萱

74
大思政视域下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德育一体化推进机

制研究
康传凯

75
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新中的“景漂”教育与培训机制研

究
杨 杰

76
“一带一路”背景下景德镇与国内外城市的文化交流

策略和合作模式探索研究
赵梦雅

77
基于智慧数字的景德镇陶瓷古籍文献的文化挖掘及

保护研究
薛园园

78
卓越教师培养背景下景德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本

科人才培养现状及优化路径研究
肖晓署

79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景德镇数字新文旅发展中的实践

与应用
于 瑶

80
文旅融合背景下景德镇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活化

研究
王 栎

81
新质生产力引领景德镇陶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研究
徐敏燕

82
景德镇昌江水系明清瓷业文化遗产调查保护利用研

究
程芷樱

83
深化校地融合 赋能乡村振兴：面向景德镇乡村民宿

产业的应用型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刘瑜辉

84
建国前七年景德镇瓷业工人运动的史料收集整理与

研究（1949-1956 年）
郝海旺

85 陶瓷文化融入体育产业的创新路径研究 吴蓓蓓

86 图书馆陶瓷文化数字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宋小伟

87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激活南昌新社会组织内生动力机

制研究（南昌市社科）
王欣

88

市科协

“互联网+”背景下新媒体平台推进陶瓷产业发展战

略研究
洪瑶

89 陶瓷领域人工智能在图像修复方面的技术研究 占俊

90
“景漂”创业者在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新中的角色与影

响研究
黄勇

91
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承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以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
陈丽明

92
市申遗办开放

课题

瓷路神灯--景德镇天后宫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历史

影响与当代启示研充》
吴维惠

93 《用景德镇瓷器讲好中国故事策略研究》 黄勇

94 《景德镇陶瓷世家历史文献和口述史料整理与研究》 张茂春

95

市社联专项课

题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景德镇文旅发展中的实践与影响 于 瑶

96
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乡村文化振兴的实施路径研究

--以景德镇地区为例
余义亮

97 文化叙事助力景德镇陶瓷产业升级策略研究 蔡 锐



98
全媒体时代背景下景德镇陶瓷文化特色助力网红打

卡地流量经济创新发展研究
王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