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璐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2 级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研究生。2022-2023

学年荣获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研究生一等奖学金，获 2023 年吉林省普通高校省级

优秀大学生、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培训班优秀学员称号。在《世纪桥》2023

年第 6 期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在

《吉林教育》2023 年第 1 期以除导师外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新时代青年人爱

国主义教育的价值意蕴》。

脚下有根，胸中有志，眼里有光，人生有为。王璐无论在本科还是研究生期

间都有着自己明确的目标并且朝着目标不懈努力、奋斗，取得多项成绩。



向往学术研究，拓展学术视野

在知识的海洋中航行，王璐始终保持着对学术研究的热爱与追求。她积极参与

学术讲座和研讨会，不断提升学术水平，拓展学术视野。

在学术会议上，王璐能够与专家学者面对面交流，学习他们的研究成果和学

术经验。通过与他们的交流，不仅拓宽了学术视野，还获得了许多新的启发，为

自己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在与专家学者深入的学术讨论中锻炼了王璐的

学术表达能力，增强了她的自信心。

在“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学术研讨会上王璐凭借论文《恽

代英青年理想信念观对新时代好青年的当代启示》荣获二等奖。这是她参加的第

一个学术研讨会，论文被收录进论文集，对她来说意义非凡，更是莫大的鼓励。

通过这次研讨会，她与全国各地的学者进行了深入交流学习，结识了许多志同道

合的朋友。此外，她以第二作者身份参与了尼山世界青年论坛主题论文征集活动，

并获得优秀奖。这一奖项对于她来说是对她学术的认可。通过这次活动，王璐进

一步了解了青年学者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也感受到了学术研究的魅力和挑战。

深耕思政教育，探索红色家风

王璐专注于思想政治教育领域，致力于探索和研究新时代下红色家风融入大

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路径。她不仅深刻理解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还以

独特的视角和创新的思维，为这一领域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历来受到高度重视。”在王璐看来，

它不仅关乎学生群体的成长成才，更是面向全体人民、面向各行各业的重要工作。

在新时代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王璐深知要守正创新，

既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立德树人的根本原则，又要坚持问题导向、系

统观念和胸怀天下的时代要求。



她的毕业论文《红色家风融入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路径研究》正是基

于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她深受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

的启发，同时结合自己的家庭背景和父母对家风的重视，萌发了研究红色家风的

想法。在与导师的交流中，她得到了导师的悉心指导和支持，坚定了自己的研究

方向。“红色家风作为共产党人优秀品质的集中体现，展现了忠心为民、廉洁自

律、自力更生和勤俭持家等精神风貌。在新时代背景下，大学生作为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重要力量，他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具有深远

的影响。然而，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冲击下，大学生面临着诸多诱惑和挑战，很

容易被不良风气所影响。因此，将红色家风融入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中，

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更有着迫切的实践需求。”王璐在她的论文中这样阐

述。

多重角色历练，书写青春华章

在大学，每一位学子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青春的华章。王璐在本科和研

究生阶段都担任了多个学生干部职务，不仅在学业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更在多

方面锻炼提升了能力，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风采。从本科开始，她担任班长、辅

导员助理、校党委宣传部助理、学校社团团长等职务，每一个角色都让她有了不

同的成长经历。到了研究生阶段，她作为学院研究生会主席团成员，为学院和同

学们提供了很多服务。这些职务不仅锻炼了王璐的自我服务意识和管理能力，更

让她学会了如何与人相处、如何解决问题。



对王璐来说，本科阶段的学习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有着明显区别。她认为，

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理论性和自主性更强，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导师的指导下

充实理论储备。这种学习方式的转变让她更加深入地理解了专业的内涵，也为她

未来的学术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她本科学习的是学前教育，

研究生阶段却换了专业，并产生了诸多成果。这其中的转变并非偶然，而是源于

王璐对思政教育的热爱和兴趣。作为一名党员，她一直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

的内容。同时，王璐的姐姐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这让她在姐姐的影响下更加

了解这一专业、喜欢上这个专业。这种跨考的选择不仅让她找到了真正热爱的方

向，也让她在新的领域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怀揣希望，逐梦前行。王璐用实际行动谱写着青春华章，在逐梦的路上不断

超越自我，实现更高的目标。



信息来源：长春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