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成果简介

成果

曾获

奖励

情况

获 奖

时 间
获 奖 种 类

获 奖

等 级

奖金

数额

（元）

授 奖

部 门

2021.10

《全国同上一堂课——

六种精神话党史之沂蒙

精神》公开课

国家级 无
中国职教

学会

2021.10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

作室（孙海英）
国家级 30万

教育部社

科司

2017.08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2016年度影响力

提名人物（孙海英）

国家级 无

教育部高

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

教学指导

委员会

2021.07

全国职业院校第二届红

色故事大赛《沂蒙江姐

陈若克》

国家级

一等奖
1万

教育部职

业院校文

化素质教

育指导委

员会

2015.01

第二届全国高校（高职

高专）教师微课比赛（王

金义）

国家级

二等奖
0.5 万

教育部高

校教师网

络培训中

心

2018.07

教育部择优推广计划项

目《沂蒙精神融入高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三维教

学的探索与实践》

（18JDSZK101）

国家级

结项
5万

教育部社

科司

2019.12

首届全国职业院校“红

色文化研究与推广”高

端论坛《沂蒙红色文化

资源在高职院校思想政

治课中开发利用的途径

探析》

国家级

三等奖
无

教育部职

业院校文

化素质教

育指导委

员会

2018.0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先进个人标兵（王健）
国家级 无

团中央、全

国学联



2020.09

2021.09

山东学校优秀思政课教

师（3人：王金义、隋燕

玲、孙海英）

省级 无

中共山东

省委教育

工委、山东

省教育厅

2017.09

山东省高校优秀中青年

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

师（隋燕玲）

省级 无

中共山东

省委高校

工委

2013.12

2015.12

山东省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先进个人（3人:王金

义、孙海英、陈丽）

省级 无

中共山东

省委高校

工委

2017.10

山东省社科联课题《沂

蒙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研究》

（17CYMJ07）

结题 3万
山东省社

科联

2017.11

2017 年度山东省高校人

文社会科学课题《沂蒙

红色文化资源在高职院

校思想政治课中的开发

与利用研究》

（J17ZC104）

结题

（优

秀）

无

中共山东

省委高校

工委、山东

省教育厅

2018.09

山东省精品资源共享课

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王金义）

省级 10万
山东省教

育厅

2017.08

2016 年度全省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优秀成果《论

沂蒙精神的价值取向与

当代大学生的价值选

择》

省一等

奖
无

中共山东

省委高校

工委

2017.08

2016 年度全省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优秀成果《沂

蒙精神大学生读本》

省一等

奖
无

中共山东

省委高校

工委



2017.09

山东省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优秀工作案例《沂

蒙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的研究与实践

——加强和改进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案

例》

省级 无

中共山东

省委高校

工委

2013.08
山东省高校教师微课比

赛（隋燕玲）

省级一

等奖
无

山东省教

育厅

2014.08
山东省高职院校教师微

课比赛（王金义）

省级一

等奖
无

山东省教

育厅

2020.09

山东职业院校教学能力

大赛（管明龙、王金义、

张娜、刘夫楠）

省级三

等奖
0.5 万

山东省教

育厅

2020.12
首届山东省学校思政课

教学比赛（张娜）

省级二

等奖
0.5 万

山东省教

育厅

2021.05
山东省思政课集体备课

比赛(张娜)

省级特

等奖
0.6 万

山东省职

教学会

2021.05
山东省思政课集体备课

比赛(王金义)

省级一

等奖
无

山东省职

教学会

2021.05
山东省思政课集体备课

比赛(隋燕玲)

省级一

等奖
无

山东省职

教学会

2021.09

山东职业院校教学能力

大赛（隋燕玲、张娜、

刘夫楠、管明龙）

省级三

等奖
0.5 万 省教育厅

2021.12
首届全省学校思政课教

学设计大赛（孙路芳）

省特等

奖
无

山东省教

育厅

2021.12
首届全省学校思政课教

学设计大赛（张玉香）

省一等

奖
无

山东省教

育厅

2021.07
2021 年度校级教学成果

奖
特等奖 4万

临沂职业

学院

成果

起止

时间

起始： 2014 年 3 月 实践检验时间: 4年

完成： 2017 年 6 月

主

题

词

沂蒙红色文化；全方位立体化；赋能增效；教学改革



1.成果简介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临沂时指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

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临沂职业学院立

足红色资源优势，针对高职思政课教学如何接地气，红色文化如何为思

政课教学赋能增效等问题，依托省人文社科课题《沂蒙红色文化资源在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课中的开发与利用研究》、省社科联课题《沂蒙精神融

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借鉴红色文化育人理论和大思政理

论，探索并实践了沂蒙红色文化融入高职思政课教学全方位立体化教学

模式。4 年来，该成果受到同行认可，并被《中国教育报》等多家媒体

报道。

该成果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的要

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培养具有红色文化基因、奉献开拓精神

的时代新人为目标，利用沂蒙红色文化资源深化高职思政课教学改革。

一是赋能理论教学，将沂蒙红色文化融入思政必修课程、限选课程和课

程思政，实现沂蒙红色文化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二是赋能实践教

学，校内建设 VR思政虚拟仿真教学中心，校地共建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基

地，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赋能实践教学有声有色。三是赋能平台建设，

凸显地域特色。在思政精品资源共享课线上平台设置沂蒙红色文化专栏，

共享红色影视经典等，交流师生创作的红色微课、手抄报、情景剧、歌

舞等作品。四是赋能课程思政，推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将

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的经验，推广应用到专业课课程思政中，提升

课程思政育人实效。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构建了沂蒙红色文化全方

位立体化融入思政课教学模式，提升了思政课教学实效。

该成果在红色文化教育研究领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师生在思政类

国家、省、市级比赛中获奖 38项，省、市级研究课题 16项，著作 6 项，

校本教材 10项，论文 37 篇，培养出团中央“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先进个人”王健、“临沂好人”王一飞、“山东省青春贡献奖”杜孟贤、

“最美村支书”王孝龙等优秀学子。齐鲁网等 21 家媒体对成果进行推

介，《临职师生心向党 万人探寻红色路》在中国教育报报道，《全国同

上一堂课——六种精神话党史之沂蒙精神》公开课在全国 1413 所高职

院校展播，山东电视台等 12 家媒体争先报道，51 所省内外高校线上线

下交流，反响热烈。

2.成果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及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主要解决的问题：

（1）解决了高职思政课教学内容不接地气、认同难，思政课程和

课程思政教学素材不够鲜活的问题。

（2）解决了高职思政课教学形式不丰富、激趣难，红色文化融入

高职思政课不能落实“三贴近”的问题。

（3）解决了高职思政课实践教学实效性不高、落地难，不能辐射

全体学生和地方实践基地的问题。

解决问题的方法：

（1）推进沂蒙红色文化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一是沂蒙红色文化赋能思政主干课程。在课程中融入沂蒙红色文

化，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增强思政课的温度和厚度。二是开发红

色校本教材筑牢思想根基。开发校本教材《沂蒙红色故事》、制作“红

色沂蒙”系列微课、举办沂蒙精神大讲堂、录制全国展播教学片《沂蒙

精神话党史》等方式，多措并举助力“红色教育”入脑入心。三是创建

红色文化专栏拓展育人空间。在教学平台设置沂蒙红色文化专栏，通过

“政说心语”公众号和“两微一端”及时推送“思政素材”。四是推进课

程思政建设, 建立协同育人机制。构建“思政课+通识课/专业课”全方

位育人课程体系，建立思政教师、专业课教师、辅导员协同育人机制。

（2）挖掘沂蒙红色文化典型案例，活化教学形式



一是加强教学供给侧改革。贴近高职学生实际，选取红色文化素材，

运用故事宣讲、情景体验、成果展示等，活化教学形式，增强教学的生

动性和感染力。如，通过讲-演-析-悟走近“沂蒙母亲王换于”“女子火

线桥”等故事，深刻理解人民群众为什么对党领导的军队掏心掏肺，科

学阐释“概论”课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二

是推进 VR 沉浸式体验学习。在校内思政虚拟仿真中心运用 VR一体机进

行沉浸式、互动式学习，感受沂蒙精神，坚定政治信仰。三是以赛促学，

物化教学成果。通过沂蒙精神手抄报、微电影、唱响沂蒙、沂蒙舞魂等

比赛活动，赋能学生成长成才。

（3）构建“一体两翼”立体化实践教学方式

“一体”是指课堂“学期大戏”汇报活动。指导学生排练情景剧《独

特的年俗》《谁第一个当兵俺就嫁给谁》和歌舞《沂蒙颂》《跟着共产党

走》等系列艺术作品，学生走上舞台完成“学期大戏”，提高思政课的参

与度和影响力。“两翼”是指校内实践体验馆全员学习和校外实践基地

学生骨干学习。校内组织学生分批次在“培根铸魂思政体验馆”和“三

山一坡革命精神展馆”开展实践教学活动。校外组织学生赴实践基地开

展参观学习、志愿服务、红色之旅等活动，回校开展朋辈教育，加大实

践教学力度和广度。

3.成果的创新点

（1）扎根地方、深耕细研，提出“推新赋能”新理念

一是开发利用沂蒙红色文化资源，丰富思政课教学内容，增强教学

的针对性和吸引力，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二是发挥沂蒙红色文化铸魂

育人功能，讲好沂蒙红色故事，凝聚红色力量，厚植学生家国情怀。三

是坚持能力本位，以问题为导向、任务为驱动，把知识传授、能力培养、

价值塑造有机融合，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始终坚持“推三

新”（新资源、新内容、新方法）、“赋三能”（学习能力、实践能力、



创新能力）的教学理念。

（2）四轮驱动、相融并进，构建全方位赋能教学新体系

一是赋能“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驱动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

化。挖掘整理沂蒙红色文化典型教学案例，以专题教学的方式优化教学

内容；立足沂蒙红色文化资源强化实践教学，使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相

得益彰。二是赋能“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驱动红色教育同频共振。

建设线上思政课程教学资源，有机融入红色文化，弘扬沂蒙精神。三是

赋能“主干课程和校本课程”，驱动特色课程建设。增设“沂蒙红色文

化与沂蒙精神”校本特色课程，形成教育部规定课程与校本特色课程有

机融合、价值共鸣的课程教学体系。四是赋能“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

驱动思政课与专业课协同育人。助力沂蒙红色文化融入专业课课程思政

建设，构建大思政格局，推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

（3）虚实结合、情境体验，打造立体化实践教学新方式

一是借助虚拟现实(VR)技术实现沉浸式教育。利用校内虚拟教学仿

真中心，将思政教育、红色文化与现代信息技术有机融合，构建“参观+

体验”式课堂，提升学生的体验感，既‘抓眼球’又‘触灵魂’，推动无

形的思想灌输转化为有形的实践体悟。二是构建课堂、校内和校外多元

化实践体系。课堂上，通过创设教学情境，引发学生情感共鸣，提升思

政育人的情感温度和实践力度；利用校内“培根铸魂”体验馆、“三山一

坡”革命精神展馆分批次进行全员实践育人；校外，通过校地共建红色

育人实践基地，打造思政移动课堂，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

结合起来。



4.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本成果经过临沂职业学院 4年的实践检验，并在山东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菏泽家政职业学院、遵义职业技术学院等学校推广应用，取得良

好教学效果。

（1）红色文化点亮教学，思政育人成效显著

沂蒙红色文化为思政课赋能增效，学生对思政课的满意度达到

97.35%。学生在三下乡、疫情防控等社会化服务中表现优秀，涌现出团

中央“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进个人”“山东省百名优秀学生党

员”王健、“临沂好人”王一飞、“山东省青春贡献奖”杜孟贤、“最

美村支书”王孝龙等先模人物。10人在省级大学生讲红色故事、党史故

事比赛中获奖，382 名同学踊跃参军，报效祖国。学校荣获“山东省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山东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

具有沂蒙精神特质的临职毕业生，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

（2）利用地方资源优势，教学水平不断提高

我校 2 门思政核心课程、4 门思政限选课程在理论教学专题和实践

教学项目、线上平台建设中全部融入沂蒙红色文化资源；教师在国家级

和省级思政课教学比赛中获奖 14项；获国家级、省级思政课教学名师工

作室各 1 个，省优秀思政课教师 3 人；省市级研究课题 16 项，论文 37

篇、主编红色教育著作和校本教材 16 本。

（3）示范效应明显、赢得同行一致好评

近年来，我校举办全国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师沂蒙精神暑期实践研修

班，承办中国职教学会主办的《全国同上一堂课——六种精神话党史之

沂蒙精神》公开课，成为首届职业院校红色文化研究与教育联盟副理事

长单位。开展校际研讨 51次，共建校地实践基地 10所，合作科研项目

10项，创作红色情景剧 10部，组织 62 期“思政宣讲进高校”系列讲座，

沂蒙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改革示范效应得到共识。参加沂蒙精神实



践研修班的学员认为，“临沂职业学院在思政课教学中实现了沂蒙红色

文化与思政课程的有机融合，在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改革中走在前列”。

（4）多家媒体报道、获得社会广泛关注

《中国教育报》《临沂日报》、齐鲁网、大众网等 20余家媒体对我

校红色文化育人进行报道。《临职师生心向党 万人探寻红色路》在《中

国教育报》报道，《全国同上一堂课——六种精神话党史之沂蒙精神》面

向全国 1413 家高职院校展播，山东电视台、临沂电视台、齐鲁网等 12

家媒体进行了报道；校内思政实践基地培根铸魂馆在 8 家媒体报道。各

家媒体对我校依托沂蒙红色文化提升高职思政课吸引力说服力感染力、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做法大力宣传和报道，扩大了成果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