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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焦作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焦作市黄河文化研究中心

焦社科联〔2024〕9号

★

关于 2024 年度黄河文化研究专项课题立项的

通 知

各县(市、区)党委宣传部、高新区（示范区）宣传工作中心，各

学会、协会、研究会，各大中专院校，各有关单位:

根据《关于组织申报 2024年度焦作市黄河文化研究专项课

题的通知》(焦社科联〔2024〕5 号)要求，经过评审，确定 189

项申报课题为 2024年度焦作市黄河文化研究专项课题，现予立

项。请各单位课题负责人认真组织实施，在 2025年 8月前完成

研究工作,并将研究成果纸质一式 2 份并附电子文档，报送至焦

作市黄河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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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焦作市山阳路 998号行政楼三楼

焦作市黄河文化研究中心

联系人:程谦，联系电话:3591886

邮箱:jzhhwhzx@126.com

附件：焦作市 2024年度黄河文化研究专项课题立项名单

焦作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焦作市黄河文化研究中心

2024年 9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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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焦作市 2024 年度黄河文化研究
专项课题立项名单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责任单位

1 黄河文化涵育大学生文化自信路径研究 陈爱平 焦作大学

2 黄河文化的核心特征和时代价值研究 都玉玲 焦作大学

3 黄河流域非遗项目的传承机制与文化生态变迁 范 例 焦作大学

4 黄河流域戏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以二股弦戏为例 郭保红 焦作大学

5 黄河流域神话传说在当代社会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与价值 郭春凤 焦作大学

6 黄河文化资源融入课程思政教育研究 侯 涛 焦作大学

7 黄河流域神话传说与民族精神研究 黄清贤 焦作大学

8 高职英语教学中的黄河文化图式构建 金晨卓 焦作大学

9 基于新媒体下的黄河文化传播研究 李春晓 焦作大学

10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多元策略探究 李 璠 焦作大学

11 河南豫剧文创 IP形象设计与研究 李家琪 焦作大学

12 黄河流域神话传说与民族精神 李 琬 焦作大学

13 黄河流域经济发展中的怀商文化研究 李晓燕 焦作大学

14
黄河流域非遗项目的传承创新发展——以焦作地区

“黑陶”为例
刘成君 焦作大学

15 黄河流域太极文化研究 马美珍 焦作大学

16 数字化时代南水北调精神融入高校课程思政路径探析 牛樊樊 焦作大学

17 黄河流域的非遗项目及其文化生态研究 潘胜男 焦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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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责任单位

18 河神巨灵神话形象演变及其文化精神研究 宋银霞 焦作大学

19 太极武术表演与舞蹈艺术表现力融合培养的探索 孙美茜 焦作大学

20 黄河流域非遗刺绣艺术创新发展研究——以河南地区为例 魏永苹 焦作大学

21
智慧旅游：焦作市黄河流域生态文化旅游数智化

转型升级研究
许 喆 焦作大学

22 黄河流域河南段文化生态与新媒体传播研究 张 娜 焦作大学

23 黄河文化信息资源库建设研究 张虓芊 焦作大学

24 数字技术赋能黄河文化生态传播的路径研究 曾 力 河南理工大学

25 沿黄旅游带的开发利用——以历代著名石碑为中心 田 琳 河南理工大学

26 唐诗中黄河清浊文化的书写 陈文敏 河南理工大学

27 黄河文明对当代文化建设的启示 杨平平 河南理工大学

28 河南窑洞的景观基因识别及图谱构建 杨颖娜 河南理工大学

29 黄河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 赵倩倩 河南理工大学

30 基于信息可视化当阳峪绞胎瓷制作技艺的传播研究 方 娜 河南理工大学

31 面向创意设计的焦作陶仓楼器物知识研究 黄 晶 河南理工大学

32 黄河流域传统村落数字化保护路径研究——以九渡村为例 李 科 河南理工大学

33 嘉应观文创产品设计与研究 梁婷婷 河南理工大学

34 焦作地区黄河文化地标研究 刘 龙 河南理工大学

35 焦作市绞胎瓷纹样在文创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秦志超 河南理工大学

36 焦作地区黄河文化符号研究 徐海涛 河南理工大学

37 基于黄河文化的太极拳品牌设计策略研究 袁 凯 河南理工大学

38 黄河流域神话传说的视觉符号数字化创新研究 周 敏 河南理工大学

39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张亚杰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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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责任单位

40 黄河流域神话传说与民族精神研究 谢志强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41 黄河文明的新时代意义 张 敏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42 黄河流域沁阳市文旅资源研究 魏甜甜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43 新媒体时代黄河文化的传播策略 杨亚姣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44 黄河流域文化村落整体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 王鸿淼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45 黄河文化传承与电子商务教学改革的融合实践研究 靳新新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46 黄河流域怀地黄经济价值评估及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 张明星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47 黄河流域历史名人对爱国主义教育影响的研究 赵家儒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48 黄河流域经济发展暨怀药怀商文化研究 张岩岩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49 黄河流域传统村落可持续生计发展研究 白宇童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50 黄河流域经济发展暨四大怀药产业发展研究 张萧萧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51 黄河流域文化生态与新媒体传播研究 王 睿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52 数字化视角下的焦作非遗文化创新传播途径究 陈广玉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53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战略融合研究 王 鹏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54 黄河流域经济发展暨怀药、怀商文化研究 刘淑婷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55 文化生态视域下朱仙镇木版年画传承与发展研究 孙婉雯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56 黄河文化对“老漂”母亲的精神探析与价值给赋 酒宇航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57 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在国际传播中的意义 邱鑫玥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58 黄河流域太极文化研究——以温县陈家沟为例 梁继伟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59 文化自信视域下焦作市黄河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郎文文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60 新时代黄河文化价值实现与传播路径研究 李雪珂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61 黄河文化与黄河生态保护研究 王文静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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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责任单位

62 文旅融合下黄河流域文化村落的传承与创新研究 周 涛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63 新时代黄河文化赋能焦作云台山旅游发展的策略研究 李雅婧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64 黄河旅游带的开发利用 贺文龙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65 黄河流域神话传说与中华民族精神的起源与演变 唐雯婷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66
黄河文化与现代城市建设的融合发展研究——以焦作

市为例
赵 优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67 黄河文明的精神内核和时代价值 杜 琼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68 黄河流域农产品品牌建设——以温县铁棍山药为例 姚沙沙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69
黄河流域非遗项目融入学前教育的策略研究——以

沁阳黑陶为例
马秀惠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70 黄河流域百科全书式历史名人——朱载堉 董千惠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71 黄河流域太极文化研究 吉欣欣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72 黄河文化信息资源库建设研究 张豫皖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73 新时代焦作市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研究 胡祎劼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74 黄河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路径探析 赵亚丽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75 明清时期黄河水患对流域地区的影响 庞 浩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76 黄河治黄文化与黄河生态保护研究 王 鑫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77 黄河流域戏曲文化的研究——说说怀梆 王利荣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78 黄河文化融入高职院校思政教学的路径研究 宋红波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79 黄河流域非遗项目进高校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李建新 焦作工贸职业学院

80 黄河流域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研究——以焦作市为例 聂 娜 焦作市委党校

81 黄河流域太极文化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耿华春 焦作市北清中学

82 黄河文明的新时代意义 王 燕 焦作市文化馆

83 黄河流域文化生态与新媒体传播研究 孟 玲 焦作市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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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责任单位

84 焦作修武元代重臣薜澍调查研究 张新顺
焦作市文物勘探

有限公司

85
健康中国建设视野下黄河流域太极拳文化的时代价值

研究
张绍均

焦作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86 怀药的历史演变及思考 黄新生
武陟县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

87
“万里茶道”河南段沁阳太行陉常平线文化遗产调查与

研究
王珍珍

沁阳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

88 河内县城区水利变迁考析 张文明
沁阳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

89 济水穿怀城市水系布局及其功能分析 田中华
沁阳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

90 王铎在怀庆府的交游略考 庞红琳 沁阳市博物馆

91 文旅融合背景下沁阳韩文公祠及韩愈文化的建设与弘扬 宋 婷 沁阳市博物馆

92 怀梆戏曲文化研究 赵富慧 沁阳市委党校

93 跨媒介叙事视域下黄河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开发研究 冯佳红
焦作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

94 黄河文化资源研究 崔华捷
焦作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

95
文化交流目标导向下的黄河民俗文化对外

翻译研究- -以焦作民俗类博物馆翻译为例
靳文义

焦作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

96
新媒体时代黄河流域中原文化符号的重塑

与传播路径研究
黄丽丽

焦作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

97 焦作市黄河文化旅游带新质生产力的开发研究 马朝霞
焦作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

98 沿黄旅游带的研学旅游研究 宋佳敏
焦作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

99 数字技术助力黄河文化保护、传承与发展研究 牛志慧 黄河交通学院

100 黄河流域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研究 张甜甜 黄河交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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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责任单位

101
黄河流域旅游业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以

怀药、怀商文化为例
郭彦彤 黄河交通学院

102
黄河流域非遗项目的认知现状与传承研究——以

黄河泥埙为例
雷 蕾 黄河交通学院

103 焦作市怀药文化创新发展研究 牛 淼 黄河交通学院

104 数字经济视角下沿黄旅游带的开发利用研究 靳东洋 黄河交通学院

105 黄河流域河南段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王志敏 黄河交通学院

106 黄河流域太极文化研究——以焦作为例 丁 晓 黄河交通学院

107 黄河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研究 汤文君 黄河交通学院

108 黄河流域历史名人研究——山水画巨匠郭熙 郭 新 黄河交通学院

109
黄河流域音乐文化在高校音乐教育中的传承与发展

创新研究
原婷婷 黄河交通学院

110 黄河文化背景下高校太极拳教学的开展与实践研究 常书豪 黄河交通学院

111 新时代黄河文化在高校教育中的传承与发展 李 扬 黄河交通学院

112 黄河文化在高校课程思政中的应用研究 徐少彦 黄河交通学院

113
焦作市黄河流域水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制约与

对策研究
韩圆圆 黄河交通学院

114 黄河流域“双碳”企业文化构建研究 卢艳华 黄河交通学院

115
黄河流域乡村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发展研究——以

焦作武陟县为例
张慧敏 黄河交通学院

116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域下太极拳数字化传承策略研究 李 晓 黄河交通学院

117 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马 燕 黄河交通学院

118
黄河文化精神融入民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价值

及路径研究
王玲玉 黄河交通学院

119 新媒体背景下河南黄河文化旅游带品牌建设与传播研究 訾豪杰 黄河交通学院

120 焦作市太极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宋 辉 黄河交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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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责任单位

121
文旅文创融合背景下焦作市黄河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路径研究
高倩辉 黄河交通学院

122 黄河文化档案信息资源库建设研究 郭新敏 黄河交通学院

123 焦作市沿黄旅游带发展路径研究 吴春晓 黄河交通学院

124 黄河流域太极文化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 王 琰 黄河交通学院

125 黄河文化背景下焦作市旅游会员制构建与运营策略 闫雨薇 黄河交通学院

126 新媒体时代黄河文化传承与传播探究 李增辉 黄河交通学院

127 黄河流域文化生态与新媒体传播研究 马俊国 黄河交通学院

128 黄河泥乐造型样式的传承与创新——以非遗黄河泥埙为例 王雪倩 黄河交通学院

129
黄河文化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分析——以黄河题材

油画作品为例
万云祥 黄河交通学院

130
黄河文化传承视角下嘉应观乡二铺营村村落保护与景

观环境提升改造研究
孙朝阳 黄河交通学院

131 黄河治黄文化与黄河生态保护研究 周 星 黄河交通学院

132 探微黄河流域神话传说中的民族精神 汪南竹 黄河交通学院

133
基于黄河文化符号视角下的文创产品设计研究——以

焦作市为例
张 敏 黄河交通学院

134 黄河文化元素在乡村公共空间设计中的在地化应用研究 李株琳 黄河交通学院

135 中原地区黄河文化符号研究 毛健喆 黄河交通学院

136 黄河流域的非遗项目及其文化生态研究——以焦作市为例 聂超锋 黄河交通学院

137 黄河文化的挖掘与传播——以黄河河工号子为例 周 政 黄河交通学院

138 文旅融合背景下黄河文化在乡村景观中的研究 杨雯心 黄河交通学院

139 黄河流域的文化生态与新媒体融合创新研究 温云峰 黄河交通学院

140 黄河流域历史名人研究——以李商隐为例 冯 晨 黄河交通学院

141 以《康熙南巡图》为例谈古代黄河艺术的价值与意义 陈茜茜 黄河交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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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黄河流域野王纻器漆器文化的研究 陈柯宇 黄河交通学院

143 黄河流域传统村落空间格局及驱动力分析 曹瑞峰 黄河交通学院

144 黄河文化地标热度时空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任利敏 黄河交通学院

145
基于无人机摄影测量技术的黄河文化地标数字保护

应用研究
吴腾飞 黄河交通学院

146 黄河治黄文化与黄河生态保护研究 曹 森 黄河交通学院

147 黄河流域文化生态与新媒体传播研究 夏晶晶 黄河交通学院

148 焦作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研究 郭 艳 黄河交通学院

149 构建黄河历史文化地标研究 王若晨 黄河交通学院

150 黄河流域的非遗项目及其文化生态研究 丁姣月 黄河交通学院

151 黄河流域文化村落保护与振兴研究 安鹏飞 黄河交通学院

152 沿黄旅游带的开发利用 孙亚平 黄河交通学院

153 豫西北地区黄河灾害与民间信仰研究 林志峰 黄河交通学院

154 黄河流域神话传说与民族精神探究 刘增芳 黄河交通学院

155 黄河文化资源研究之红色文化资源研究 郝一新 黄河交通学院

156 黄河流域神话传说与民族精神 郑真真 黄河交通学院

157 黄河流域历史名人与文化传播研究 江玉婷 黄河交通学院

158 河南黄河文化传承与高校育人共进研究 王 品 黄河交通学院

159 南水北调精神研究 吴梦博 黄河交通学院

160 黄河民谣传承保护与经济开发研究 王学亮 黄河交通学院

161 论黄河文明的精神内核和时代传播价值 张 杰 黄河交通学院

162 黄河流域陈氏太极拳文化挖掘与传播研究 王 倩 黄河交通学院

163 沿黄旅游带资源开发法律规制探究 宋奇奇 黄河交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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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黄河流域文化生态与新媒体传播研究 武守辉 黄河交通学院

165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黄河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吕艳慧 黄河交通学院

166 黄河流域太极文化研究 成军宇 黄河交通学院

167 黄河流域焦作怀商文化旅游发展研究 张 燕 黄河交通学院

168
融媒体视域下黄河流域戏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发展

——以焦作怀梆剧为例
李笑笑 黄河交通学院

169 新时代黄河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播价值研究 程雪娇 黄河交通学院

170 黄河文化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 赵 敏 黄河交通学院

171 黄河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实践路径研究 陈瑞瑞 黄河交通学院

172 黄河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路径研究 刘泽敏 黄河交通学院

173 治黄文化的精神实质、时代价值与传承策略 赵会龙 黄河交通学院

174 黄河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政课的价值及路径研究 张晓丹 黄河交通学院

175 思政课视角下大学生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精神的路径探究 路云飞 黄河交通学院

176 黄河文化之中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 魏雨萌 黄河交通学院

177 黄河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创新路径研究 户霞菲 黄河交通学院

178 新时代推动黄河文化创新性发展的路径研究 翟天奇 黄河交通学院

179 黄河流域太极文化的发展研究 陈艺颖 黄河交通学院

180
文化治理视域下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育人价值实现

路径研究
王雯雯 黄河交通学院

181 焦作市黄河文化符号的挖掘与传播 潘美娟 黄河交通学院

182 黄河文化资源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策略研究 李贺军 黄河交通学院

183
焦作市域黄河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路径研究——以

嘉应观为例
王俊锋 黄河交通学院

184
黄河流域神话传说中的民族精神探微——以“怀川”地

区治水神话为例
许 航 黄河交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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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黄河流域经济发展暨怀药、怀商文化研究 陶佳慧 黄河交通学院

186 挖掘黄河文化符号，讲好新的黄河故事 李兴鑫 黄河交通学院

187 黄河流域戏曲文化在高校传播的研究——以豫剧为例 陈钰洁 黄河交通学院

188 黄河文明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 李从喜 黄河交通学院

189 黄河流域太极文化研究 夏运东 黄河交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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