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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庆祝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笔谈 四川师范大学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6·5)………………………………………………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研究阐释专栏

中国共产党认识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经验 胡水清 杨和英(1·5)………………………………………………
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人民铁路的初步实践 刘雨丝(1·15)………………………………………………………………
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的百年历程 纪亚光(2·5)……………………………………………………………
中国共产党提升经济活力以应对大国竞争的历史实践及其启示 赵阳 张伟(2·12)…………………………………
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知与决策 邹敏 何文华(2·21)………………………………………………
开拓创新的历史经验论析 王炳林 张帆(3·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的历史演进 肖贵清 张鉴洲(3·12)…………………………………………………………
“坚持独立自主”宝贵历史经验的三维释读 张颖(3·22)…………………………………………………………………
历久弥新:中国共产党榜样选树的百年演进图景 梁亚敏(3·30)…………………………………………………………

马克思主义研究

马克思主义视阈下自然环境商品化的伦理困境与反商品化抗争 张生(3·35)…………………………………………
马克思对黑格尔逻辑学的批判 曹志繁(3·42)……………………………………………………………………………
文本学方法与深化毛泽东研究的新路向 张明(4·5)………………………………………………………………………
贺麟关于毛泽东《实践论》研究的理路及价值 刘皓昱 吴书林(4·12)…………………………………………………
秋收起义前毛泽东对农民阶级的认知转变及其价值意蕴 段成名 李银兵 文婧(4·20)……………………………
社联“马列主义的大众化”的意涵、指向及其能力建构———以《社联盟报》为重点的考察 刘爱章(5·5)………………
《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成则人译本研究 丁小丽(5·17)…………………………………………………………………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视阈下当代青年人才发展困境及其治理 刘长军 谢瑜 谢熠(5·25)…………………………
列宁关于党“总的领导”的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阚道远(6·37)……………………………………………………………
列宁在党的领导问题上对“左派”幼稚病的批判及当代启示

———基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文本分析 骆丹 王永友(6·46)……………………………………
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辩证法意蕴 周龙辉(6·54)……………………………………………………………………………

哲学研究

儒学“弦歌沧海滨”———论儒学在黎族地区的双向互动和发展 李元光(1·78)…………………………………………
再论陈确的人性论 陈屹(1·91)……………………………………………………………………………………………
“比象”探源 王海龙(1·100)…………………………………………………………………………………………………
培根的解释学思想论纲 黄小洲(2·30)……………………………………………………………………………………
大道之说———论海德格尔晚期的语言思想 孙洁(2·37)…………………………………………………………………
海德格尔存在之用与人之用的本质关系探询 石雄(2·42)………………………………………………………………
儒家道统说再探 梁涛(4·32)………………………………………………………………………………………………
荀子对儒家道统思想的创新性贡献 白奚 高冠楠(4·40)………………………………………………………………
援儒入佛:释智圆“道统”论及其特征 胡长海(4·45)………………………………………………………………………
论斯宾诺莎与早期德国浪漫主义哲学的兴起 罗久(5·31)………………………………………………………………
胡塞尔的本能学说及其目的论趋向 徐立文(5·42)………………………………………………………………………
“死亡”与“诞生”的存在论意义———对抗超人类主义时代的技术虚无主义 幸晓雪(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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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康德:“先验哲学”与公理化方法 张桂权 杨文杰(6·95)……………………………………………………………
伦理学的科学转向———论布伦塔诺的科学伦理观及其理论效应 张勤富 冷月(6·102)………………………………
中西哲学的合法性在于非认知价值中立的科学态度

———与苏德超教授商榷 刘清平(6·110)………………………………………………………………………………

法学

纪监互融的可能与限度 秦前红 李世豪(1·24)…………………………………………………………………………
监察立法权的理论逻辑及其规定性 聂辛东(1·35)………………………………………………………………………
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运行机制研究 林福辰(1·47)………………………………………………………………………
论低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条款的适用 唐稷尧(2·50)……………………………………………………………………
正当防卫的不法侵害:从行为危险到人身危险 高艳东(2·59)……………………………………………………………
论政务处分与刑罚适用的衔接 陈山 伏思宇(2·72)……………………………………………………………………
中国共产党百年党规的历史发展与展望 肖金明 董菁(3·50)…………………………………………………………
论党内法规保留原则 祝捷 宋润润(3·58)………………………………………………………………………………
党内法规制定的标准化及其推进路径 邓嵘(3·65)………………………………………………………………………
论我国合宪性审查的规范依据及基本框架 刘国 成溢(4·52)…………………………………………………………
专项审查:备案审查方式的实践创新 江林(4·62)…………………………………………………………………………
备案审查柔性处理阶段的救济程序构建 梁洪霞(4·71)…………………………………………………………………
强制执行权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定位:一个跨部门法的视角 王学辉 刘海宇(5·56)…………………………………
金融不良债权处置政策的司法回应 宋桂林(5·66)………………………………………………………………………
“碳中和”的科学逻辑与法治路径 冯帅(5·76)……………………………………………………………………………
国家权力分工与制约的宪法实践及其当代意涵 朱福惠(6·60)…………………………………………………………
宪法实施的实践之维 谢维雁 刘明君(6·72)……………………………………………………………………………
全国人大常委会先行审议全国人大法律案制度探究 孔德王(6·84)……………………………………………………

经济与管理研究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研究———概念界定及一个重要的规模差异成因 胡小平 许昊川 毛雨(1·55)…………………
多元主体视角下生态补偿减贫路径比较与行动方案选择 宋碧青 龙开胜(1·63)……………………………………
乡村振兴背景下土地经营权入股公司的特别表决权研究 吴越 蒋平(1·70)…………………………………………
要素流动视角下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思想与现实 曾令秋 王芳(3·74)………………………………………………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城乡经济均衡发展内在动力机制分析 李俊高(3·81)…………………………………………
循证实践框架下乡村治理实践者的职责定位、实践过程与循证困境 戴小文 何思妤 蓝红星(3·88)………………
高校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研究 冯庆(3·96)…………………………………………………………………………
乡村旅游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劳动生态系统构建

———基于贵州省特色田园乡村的扎根分析 郭娜 王超(5·86)……………………………………………………
西部地区脱贫县返乡农民工创业风险的影响因素及作用逻辑

———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 甘宇 张永函(5·93)……………………………………………………………………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对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启示 胡显海 蒋若凡(5·102)…………………………………………
国外智慧城市建设中市民参与实践及启示———以英国智慧城市项目OPHC为例 尹婧文(5·111)…………………

旅游论坛

新时代文化创意旅游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探索 余召臣(2·80)………………………………………………………
市井的旅游化:旅游地二元世界的形成与变迁 李志飞 张晨晨(2·88)…………………………………………………
乡村民宿集群驱动乡村振兴:逻辑、案例与践行路径 何成军 赵川(2·98)……………………………………………
旅游目的地性别气质的典型意象与特征研究 潘莉 张毓峰 马美爱(2·106)…………………………………………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旅游合作的理论逻辑和实现路径 何芙蓉 胡北明(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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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演艺产品在旅游产业中再生产的动力与路径 张灿 李婷(4·89)…………………………………………………
自然联结:自然研学旅游体验研究 蔡克信 贺海 郭凌(4·97)…………………………………………………………
占有还是存在:关键事件视域下自然保护地居民生活质量的变迁机理 李燕琴 施佳伟 李慕芳(6·117)…………
信息利益与结构洞优化:乡村旅游精英成长研究 周坤 王进(6·127)…………………………………………………
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中的动力摩擦与平衡治理 史玉丁 卓丽娜(6·135)………………………………………………
民族村寨旅游空间非正义与经济边缘化———基于四川阿坝色尔古藏寨案例 陈兴 余正勇(6·144)…………………

教育学

减轻课后作业负担的关键在于提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双减”政策引发的思考 周序 郭羽菲(1·110)…………………………………………………………………
论“双减”背景下构建社会教育力与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的张力 邓璐(1·117)……………………………………
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服务准入制度的反思与前瞻

———兼评“双减”政策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任务的落实 何颖(1·122)……………………………………………
“双减”的教学反思———教学伪和谐批判 王爱菊(1·131)…………………………………………………………………
论我国良好教育生态构建的提出、内涵与路径 刘秀峰(2·116)…………………………………………………………
教师伦理决策:概念、结构与特性 程亮(2·126)……………………………………………………………………………
陶行知的学校变革探索与“生活教育”理论建构 黄书光(3·106)…………………………………………………………
乡村教师定向培养政策:价值、前提与风险 姜超(3·114)…………………………………………………………………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未成年残疾人家庭教育服务供给的结构性矛盾与政策路向 王培峰(3·122)……………………
大学生信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优化———基于高校管理视角 侯雨欣 王冲(3·130)…………………………………
落实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突显学生主体地位———2022年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解读 郭华(4·107)…………………
跨向“深层治理”———义务教育新课标中“跨学科”意涵解析 李俊堂(4·116)……………………………………………

STEAM教育理念下深度学习测评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朱立明 宋乃庆(4·125)………………………………………
意义增值:知识教学的深度诉求 卓晓孟(4·134)…………………………………………………………………………

1932年中学改革对“壬戌学制”的反思及其启示 杨晓(5·120)…………………………………………………………
师范生师德培养制度的历史演进———基于近代学制的视角 牛君霞(5·132)……………………………………………
在蓉本科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效评价及建议策略 王建永 张亚星 蒋祺炜(5·140)……………………
多元协同:课后服务工作承担主体的实践反思 杨清溪 庞玉鸽(5·154)………………………………………………
场域视角下教师专业发展的际遇与逻辑 雷云 张琳玲(6·152)…………………………………………………………
论芬兰的教师教育课程改革及其启示 曲铁华 杨洋(6·159)……………………………………………………………

国际中文教育研究

汉语二语学习者学术汉语写作能力研究 亓海峰 丁安琪 张艳莉(1·138)……………………………………………
中文教育在马来西亚教育体系内外发展现状及特征研究 王睿昕 吴应辉(2·134)……………………………………
“V满”类主宾互易句语义功能比较及对汉语教学的启示 韩超 

 

刘桂林(2·144)……………………………………
国际中文教育相关领域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及研究方法分析 杨薇 陈媛媛 钟英华(3·138)…………………………
汉语二语学习者口语产出的任务复杂度效应研究 吴继峰 高敏 赵晓娜(6·169)……………………………………
汉语二语学习者口语词汇能力发展的多维分析

———以印尼来华汉语学习者为例 王世圆 方环海 朱宇(6·177)…………………………………………………

文学与文献研究

论“语录”与“语录体” 夏德靠(1·147)………………………………………………………………………………………
朝鲜文人徐居正李杜观探析 王红霞 陈泉颖(1·158)……………………………………………………………………
“琥珀”语词流变的文化考释 汤洪 任敬文(1·166)………………………………………………………………………
论东汉末年士人清议与士大夫散文之变 孙立涛(4·144)…………………………………………………………………
《文心雕龙》“文体讹滥”说探原 陈贝 高林广(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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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雅克·朗西埃的时间错位诗学 何健毓 马元龙(4·164)………………………………………………………………

历史研究

试论中世末期京都町人的武装运动 王玉玲(1·174)………………………………………………………………………
中印边界冲突背景下英国对印度国防建设的援助(1962-1963) 刘恒(1·182)…………………………………………
以色列社会对俄裔犹太移民的认知与态度 崔财周(1·196)………………………………………………………………
论北魏前期汉人士族的入仕起家与世资门第 刘军(2·157)………………………………………………………………
北洋时期议会审议国家预算的困境及其演变 王梅(2·167)………………………………………………………………
从《新史学》到《三十自述》:1902年梁启超的器与道 刘开军(3·146)……………………………………………………
历史的镜像:梁启超“新史学”的多元想象 杨志远(3·152)………………………………………………………………
开出一派“新考证学”———梁启超“新史学”对民国新历史考证学派的影响 张峰(3·160)………………………………
什么是“最好的宋史学”? ———以《宋代地方政治研究》为例的讨论 刁培俊(4·172)……………………………………
北宋元符青唐之役新探———以朝廷与将帅的交流沟通为中心 王化雨(4·188)…………………………………………
民国时期民意调查组织者与调查对象论析 杨勉(5·161)…………………………………………………………………
四川财政整理与蒋介石、孔祥熙之争(1934-1935) 苏腾飞(5·173)……………………………………………………

巴蜀论丛

汉晋六朝巴蜀诗考述 陆路(2·175)…………………………………………………………………………………………
“归真”与“无为”:王褒美政理想中的道家精神探析 单晨(2·182)………………………………………………………
被遗忘的真相:苏轼省试被落与宋代说书举关系考论 费习宽(2·190)…………………………………………………
古蜀文化与三星堆“神乌扶桑”新证

———兼评《古代巴蜀与南亚的文化互动和融合》 李诚 张以品(3·167)……………………………………………
司马相如文论与武帝朝政治 许结(3·174)…………………………………………………………………………………
凌云吐凤:论马扬典范在朝鲜半岛之建立与演绎 陈丽娟 房锐(5·183)………………………………………………
神圣与世俗:巴蜀汉族丧葬仪式音声的人类学阐释 罗亮星 李国太(5·193)…………………………………………
如何以艺术的方式讲好现代中国故事———苗勇传记文学作品《晏阳初》的“可视化”之路 邹建军(5·201)……………
论刘咸炘文学研究的西学视野 赵俊波(6·187)……………………………………………………………………………
乡村治理视野下的乡镇长群体———以全面抗战时期四川璧山县为中心的考察 谢健(6·196)…………………………

编辑学

新国标《标点符号用法》并列的引号、书名号间省略顿号规定的问题辨正 唐普(2·199)………………………………
《法学引注手册》示例的若干问题和修改建议 罗银科(3·185)……………………………………………………………
现象学和解释学视域下的人文社科论文审读活动研究 帅巍(4·199)……………………………………………………

书评

中国司法改革经验研究的新高度———《庭审实质化改革实证研究》介评 郭松 孙长永(3·197)………………………
史学研究与历史的多元化趋势

———杰瑞米·D.
 

波普金《从希罗多德到人文网络:史学的故事》评介 金嵌雯(3·201)……………………………

会议综述

首届“巴蜀文化与南方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综述 房锐 余秋慧(1·206)………………………………………………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边疆社会治理”:

首届新时代师范院校边疆研究与学刊建设论坛综述 王怡琴(3·206)………………………………………………
“中华道统思想的当代价值”学术研讨会综述 高地勇(4·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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