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成果简介（可另加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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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 奖

时 间

获 奖

种 类

获 奖

等 级

授 奖

部 门

2022 年
莆田市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

研究中心

中共莆田市委宣传部

莆田市教育局

2022 年 张彩云思政一体化

名师工作室

中共莆田市涵江区委宣传部

莆田市涵江区教育局

2023 年
莆田市职业院校思政教师研

修基地
莆田市教育局

2024．02

第七届全国高校大学生微电

影展示活动三等奖 1 项、公

开课展示活动二等奖 1 项

国家级
教育部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指导委员会

2021.12

第五届全国学生“学宪法讲

宪法”活动全国总决赛高中

组演讲比赛三等奖

国家级
教育部全国普法教育领导办公

室

2021.08

“新时代好少年红心向党”

主题朗诵比赛一等奖 2 项、

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1 项；主

题征文比赛三等奖 1 项

省级 福建省关工委

2021.06
“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征

文比赛一等奖 1 项
省级

福建省委宣传部、福建省委教育

工委

2022.01

第六届全国学生“学宪法讲

宪法”活动福建赛区总决赛

演讲比赛二等奖 1 项，三等

奖 1 项

省级 福建省司法厅、福建省教育厅

2023.02
第七届全国学生“学宪法讲

宪法”活动二等奖 1 项
省级 福建省司法厅、福建省教育厅

2024.01

第八届全国学生“学宪法讲

宪法”活动福建赛区总决赛

演讲比赛高中组二等奖 1 项

省级 福建省司法厅、福建省教育厅

2022．03

"马克思主义能够给予我们什

么"第五届福建省高校大学生

主题征文活动三等奖 1 项、

主题微演讲活动三等奖 1 项

省级
中共福建省委教育工委、福建省

教育厅

2024.08

第七届全省高校大学生讲思

政课公开课二等奖 1 项，微

电影 1 项

省级 福建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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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

2022 年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三等奖 1

项

省级 福建省教育厅

2023.08

2023 年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三等奖 1

项

省级 福建省教育厅

2019.11
福建省首批中小学思想政治

理论课百堂示范课 4 项
省级 福建省教育厅

2020.08
福建省第二批中小学思想政

治理论课示范课 5 项
省级 福建省教育厅

2021.10
福建省第三批中小学思想政

治理论课示范课 6 项
省级 福建省教育厅

2022.08
福建省第四批中小学思想政

治理论课示范课 1 项
省级 福建省教育厅

2021.12

福建省“三个百堂”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精品

二等奖 1 项，优秀奖 2 项

省级 福建省教育厅

2023.11

福建省大中小学思政课金课

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4 项、

三等奖 5 项

省级 福建省教育厅

2023.07
“习近平与福建教育故事”

思政课金课三等奖 1 项
省级 福建省教育厅

2023.08

全省思政课教师“大练兵”

交流展示活动一等奖 1 项，

二等奖 3 项

省级 福建省教育厅

2023.08

“弘扬传统文化 坚定文化

自信”主题征文活动和“品

红色经典 筑信仰之基”主题

演讲比赛一等奖 2 两项；二

等奖 3 项；三等奖 4 项

省级 福建省教育厅

成果

起止时间

起始：2008 年 1 月

完成：2024 年 9 月

实践

检验时间

起始：2019 年 8 月

年限： 5 年



1.成果简介

一体化建设由来已久。2005 年，教育部提出“使大中小学德育纵向衔接、横向贯通、螺旋

上升”。2008 年起，项目组在学校德育体系视野下谋划和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聚

焦大中小学思政课程与生命教育、法治教育、网络教育、文化素养、职业素养等关联性研究。

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要把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

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程”。据此，项目组与江苏师范大学合作开展教育部人文社科 “‘大思政’

格局下大中小学思政课协同育人机制研究”的课题研究，并与莆田第二中学、城厢区 96 所中小

学、涵江区 80 所中小学共建一体化实践共同体。莆田市委宣传部、莆田市教育局授予湄洲湾职

业技术学院“莆田市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研究中心”“莆田市职业院校思政教师研修基地”，

涵江区委宣传部、涵江区教育局授牌“张彩云思政一体化名师工作室”。五年来，项目组依据

莆田市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研究中心工作方案，通过“445”架构推动全市大中小学思政课程协

同育人高质量发展。

（1）4：“四维”协同育人理念。“三段衔接”维度：通过共建主渠道教学，规划、设定

思政课程目标与内容；通过“校地共建、校企合作”建好思政实践育人载体；通过资源共建共

享，推进思政教学资源数字化；通过共建大师资体系，推进思政教师专业成长共同体建设。“三

全育人”维度：将思政课程与学校社团活动、志愿服务、校园文化建设等学校德育任务结合，

努力实现“三全”育人。“五育融合”维度：挖掘语文、历史和其他学科蕴含的思政资源，强

化体育、美育、科学教育、劳动教育的德育功能，推动学校德育与学校教育协同，努力实现思

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大思政课”维度：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协同，通过统筹多元

主体和拓展教育场域，构建多元、立体的“大思政”格局。

（2）4：“四课”融合课程建设。建设大中小学思政课程群，通过课堂理论课、主题实践

课、理论宣讲课和“党团少”读书课四种课，坚持贯通培养，以大中小学“师师共研”“生生

共学”“师生同台”推动思政主题“螺旋”和学生认知“上升”。

（3）5：“五同”联盟师资体系。构建“同上一堂课”“同编一本书”“同建资源库”“同

思教科研”“同行看世界”大师资建设体系。不同学段教师围绕同一主题同台授课，共同编写

红色教育、法治教育、劳动教育、生命教育、生态教育、经典教育六大系列辅导教材，共同录

制“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 100 节

精品课，共同聚焦教学重点、难点、疑点的高质量研究，共同开展系列主题的“行走的思政课”

活动。



2.成果主要解决的问题及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1)主要解决的问题：协同意识不够；要素整合不够；协同能力不够。

(2)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第一，筑牢“四维”协同体系，解决协同意识不够问题。

“大中小学思政课程协同”：大中小学开展习理论专题教学，开展国家重大历史事件或纪

念日仪式教育，开展地方主题实践教学等，以建设课程群实现课程育人。“思政课程与学校德

育协同”：选拔大中小学“教学导师”“红色标兵”“绿色使者”“守法公民”等模范，将教

育过程贯穿学生学习生活的始终，将思政课程与志愿服务、校园文化建设等任务结合，实现“三

全育人”。“学校德育与学校教育协同”：大中小学挖掘语文、历史和其他学科蕴含的思政资

源，强化体育、美育、科学教育、劳动教育的思政育人功能，实现“五育融合”协同育人。“学

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协同”：大中小学定期开展校地共建、校企合作、校社联手活动，邀请企业

导师、行业精英、产业模范指导思政辅导教材编写、精品课录制和创业创新等项目，善用“大

思政课”形成育人合力。

第二，完善“大思政”沟通机制，解决要素整合不够问题。

遵循行政沟通机制，项目组遵循党政机关主导的行政沟通机制，运行思政一体化研究中心

和思政一体化名师工作室，以“党政机关+高校+县区教师进修学校+中小学校”的形式，承办全

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工作专项调研会议，确保各部门教育负责人出现在同一个会场，

构建教育信息顺畅交流的环境。构建学术沟通机制，定期召开大中小学思政教师研讨会议，组

织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联合申报项目，开展教学经验交流和学术研究，录制在线“精品课”，

打造课程整合研发中心、科研合作中心、师资队伍培训中心。构建社会沟通机制，利用企业、

场馆、家委会等社会力量的主体作用，组织不同学校、不同学段、不同学科 （专业）、不同场

馆 （校企） 在校校、师师、生生层面开展多种形式的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社会实践活动。

第三，构建“五同”大联盟，解决协同能力不够问题。

“同上一堂课”，定期开展专题教学、仪式教育、主题实践研讨，提升教师专业胜任力。

“同编一本书”，编写红色教育、法治教育、生命教育、生态文明教育、经典教育、劳动教育

六大系列辅导教材，提升教师理论阐释力。“同建资源库”，录制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主题精品课，提升教师思想传播力。“同思教

科研”，撰写一体化学术文章，提升教师的教育思考力。“同行看世界”，利用地方资源，开

展“行走的思政课”，提升教师行为实践力。



3.成果的创新点

（1）理念创新：构建“大思政”一体化试验体系

大中小学一体化。充分发挥高校的主体作用，通过市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研究中心与县区

教育局结对共建实践基地，打造一体化建设同城平台，在区域文化资源挖掘运用、课程建设、

集体教研、理论宣讲、实践活动等方面深度合作。校内外一体化。推动高校与区域党委、教育

工作部门、思政实践基地建立区域化思政教育长效机制，搭建校内外资源融通平台，实现资源

的内引外联，推动学校充分对接社会真实生活。知信行一体化。关注不同学段学生知识积累度、

主观努力度和行为实践度的综合评价，开展“学生讲师团”、志愿者公益活动、红色领航教育

等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

（2）机制创新：建立大中小学思政课程一体化教研机制

一体化教研体系。建立“市级示范+区域协同+学校推进”三级教研体系，将一体化的内涵

要义贯彻到日常专题教研活动中，定期推广优秀教学案例、示范“金课”，常态化组织不同学

段思政课教师围绕同一主题同台授课。一体化教研室。依托思政一体化名师工作室与中小学思

政名师工作室、德育名师工作室、党员名师工作室联动开展大中小学思政教师集体教研活动，

让不同学段教师交换教学讲台，感受学生真实需求。一体化教学导师制。遴选思政一体化名师

工作室成员，探索“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导师”培养模式，为区域各学段思政课教师及时、有

效地交流提供保障。

（3）实践创新：研发专题化、系列化协同育人文本素材

从活动走向课程。将大中小学联动开展的各种零散社会实践活动走向专题化、系列化。项

目组研发了红色教育、法治教育、劳动教育等六个专题辅导教材，从“低阶-高阶”循序渐进设

计，提炼了学生的政治素养、道德品性、价值取向、幸福成长、文化传承的基本要求。从教研

走向科研。组建大中小学思政教育智库，将学科带头人、德育名师和卓越教研员纳入智库，引

领教师对日常专题教研、同台授课中的专业见解进行高质量研究，积极申报专项课题和撰写一

体化建设文章。



4.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一）育人实效

1.学生层面：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 “青聚瓷都·湄好德化”志愿服务队入选全国

“乡村振兴”志愿服务团，“湄小筑”志愿服务队入选全国井冈山精神志愿宣讲团、全国大学

生暑期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团队、省首批“青春燃·志愿蓝”大学生消防志愿服务团队，“青

聚海岛·湄好南日”助力海岛乡村振兴实践团入选省级重点特色实践团，累计开展志愿服务 80

多场。学生在“学宪法讲宪法”“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马克思主义能够给予

我们什么”主题征文与演讲等比赛取得优异成绩，国家级 75 项，省级 125 项。

2.教师层面：课堂更有温度、深度、更受学生欢迎。教师在教学示范上获得“百堂示范课”、

金课 36 节，省级“一师一优课”等 27 节。大中小学同上一堂课公开观摩 45 节，其中 “‘云’

上思政课缅怀英烈”直播观看量突破 10 万。项目组核心成员 2人评为省学科教学带头人，1人

评为省特级教师，2人晋升为教授职称。

3.学校层面：促进学校德育发展。实践共同体学校在“全国文明校园”“书香校园”“国

防教育示范学校”“急救教育试点学校”“健康学校”“无偿献血促进单位奖”“劳动教育实

践基地”等项目取得喜人成就，国家级 15 项，省级 13 项。

（二）理论成果

1.创新辅导教材形态。开发生命教育、红色教育、法治教育、生态教育六系列“小初高大”

版 24 本辅导教材。编写红色研学、志愿服务、防震减灾活页手册 5本。录制 “红传在线”精

品课 100 节。

2.提升教师科研能力。通过课题引领撰写思政育人学术文章 40 篇，其中被中国人民大学

书报资料中心转载 3 篇，中文核心 10 篇，文章下载量过万，引用过百。结项省部级等课题 16

项，在研省级课题 11 项。

（三）推广情况

1.辐射引领。在全国、省市思政学科研讨上作经验发言与专题讲座 50 多场，2次在全省高

职院校思政教师骨干研修班推广项目经验与做法，辐射引领百余学校和千余教师推进大中小学

思政一体化建设。

2.媒体宣传。“学习强国”、中国教育报、福建日报、新华网、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央广

电总台国际在线、改革网、民主与法制网、台海网、海博 TV、莆田 TV 等媒体刊物多次宣传项

目开展情况，“学习强国”报道项目组 “行走的思政课”阅读量突破 16 万，点赞 5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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