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沂蒙红色文化全方位立体化

赋能高职思政课教学改革的创新与实践

教学成果佐证材料

目录
（一）反映成果的总结报告.............................................................................................................6

（二）教学成果鉴定书...................................................................................................................17

（三）支撑材料目录.......................................................................................................................19

1.教学成果应用及效果证明材料............................................................................................19

1.1成果推广应用证明.....................................................................................................19

1.1.1.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推广应用证明......................................................... 19

1.1.2.菏泽家政职业学院推广应用证明................................................................. 20

1.1.3.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推广应用证明......................................................... 21

1.1.4.安徽阜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推广应用证明......................................... 22

1.1.5.遵义职业技术学院推广应用证明................................................................. 23

1.2教学改革应用效果.....................................................................................................24

1.2.1.临职学子王一飞荣登“临沂好人”榜..............................................................24

1.2.2.临职学子杜孟贤获山东省大学生“青春贡献奖”..........................................25

1.2.3.临职学子李晓勇荣获“临沂市百佳网格员”荣誉称号..................................25

1.2.4全国职业院校红色故事大赛一等奖............................................................. 26

1.2.5《沂蒙颂歌》在山东省经典诵读大赛获大学生组三等奖..........................26

1.2.6.共青团中央“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进个人”王健............................. 27

1.3教学改革获奖.............................................................................................................28

1.3.1.全国第二届高校（高职高专）教师微课大赛二等奖（王金义）.............28

1.3.2.山东省高校首届形势与政策微课大赛三等奖（王金义）.........................28

1.3.3.山东省高校教师微课大赛一等奖，山东省教育厅（王金义）.................29

1.3.4.《论沂蒙精神的价值取向与当代大学生的价值选择》获“2016年度全省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优秀成果一等奖”（孙海英 ）.................................................. 29

1.3.5.教材 《沂蒙精神大学生读本》获“2016年度全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优秀

成果一等奖”（孙海英 ）.......................................................................................30

1.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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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案例》获得山东省委高校工委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优秀工作案例（孙海英 ）.....................................................................................31

1.3.7.著作《沂蒙精神与临沂革命老区跨越式发展研究》, 获得“临沂市第二十

四次社科成果特等奖”（孙海英 ）.......................................................................31

1.3.8.山东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丁付斗、隋燕玲、王金义等）.........31

1.3.9.山东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比赛三等奖（王金义）.........................32

1.3.10.山东省高校思政课教师集体备课二等奖（王金义、隋燕玲等）...........32

1.3.11.山东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大赛三等奖（管明龙、王金义等）.......32

1.3.12.临沂市微党课比赛一等奖，临沂市委组织部（王金义）.......................33

1.3.13.山东省高校教师思政课教学比赛二等奖（张娜）................................... 33

1.3.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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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1.3.15.山东省高校教师微课大赛一等奖，山东省教育厅（隋燕玲）...............34

1.3.16.临沂市微党课比赛二等奖，临沂市委组织部（隋燕玲）.......................35

1.3.17.山东省职业院校教学能力比赛三等奖（隋燕玲、刘夫楠、管明龙、张娜）

...................................................................................................................................35

1.3.18.山东省职业院校“基础课”集体备课成果特等奖（张娜、孙路芳等）... 36

1.3.19.首届全省学校思政课教学设计大赛特等奖（孙路芳）........................... 36

1.3.20.临沂职业学院教学成果特等奖................................................................... 37

1.4.团队成员获得荣誉.....................................................................................................38

1.4.1.王金义获得荣誉：山东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先进个人、山东省学校优秀

思政课教师、振兴沂蒙劳动奖章、临沂职业学院教学名师、优秀班主任、优秀

共产党员、教学质量奖、优秀社团（指导社团）.............................................. 38

1.4.2.孙海英获得荣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2016年影响力提名人物、全

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山东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首批教学名师工作室孙

海英工作室、山东学校优秀思政课教师、山东省三八红旗手、山东师范类学生

技能大赛优秀指导教师...........................................................................................43

1.4.3.隋燕玲获得荣誉：山东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山东

学校优秀思政课教师、临沂市劳动模范、临沂市优秀共产党员......................46

1.4.4.郑佩瑶获得荣誉：弘扬沂蒙精神最美青年................................................. 49

1.4.5.管明龙获得荣誉：临沂市优秀青年志愿..................................................... 50

1.5媒体报道.....................................................................................................................50

1.5.1.《中国教育报》国家级媒体报道................................................................. 50

1.5.2.活动省级媒体报道..........................................................................................51



3

1.5.3.战疫微课国家级、省级平台展示................................................................. 56

1.5.4.市级媒体报道..................................................................................................59

2.研究成果............................................................................................................................67

2.1.研究论文.....................................................................................................................67

2.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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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2.1.2.以沂蒙精神为载体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途径探究................. 68

2.1.3.新媒体背景下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 69

2.1.4.新媒体提升思政理论教育实效性研究......................................................... 70

2.1.5.全媒体时代沂蒙红色文化创新推广研究..................................................... 71

2.1.6.沂蒙红色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研究..................................................... 72

2.1.7.依托地方资源优势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 72

2.1.8.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的务实精神................................................................. 73

2.1.9.高职院校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探究......................................... 74

2.1.10.论沂蒙精神的价值取向与当代大学生的价值选择................................... 75

2.1.11.沂蒙早期党组织对实践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探索及启示....................... 76

2.1.12.其他相关论文：............................................................................................77

2.2.研究课题.....................................................................................................................77

2.2.1.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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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2.2.2.山东省学校思政课教学改革项目：《沂蒙红色文化融入新时代高职思政

课教学的创新与实践》...........................................................................................78

2.2.3.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沂蒙精神融入新时代高职院校劳动教育研

究》...........................................................................................................................79

2.2.4.山东省社科联：《沂蒙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80

2.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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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2.2.6.省级教改项目：《新时代提升高校思政课教师综合素质和专业化水平研

究》...........................................................................................................................82

2.2.7.临沂市社科规划课题：《新时代高职院校弘扬沂蒙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路

径探索与创新研究》...............................................................................................82

2.2.8.临沂市社科规划课题：《沂蒙红色文化资源在职业院校思想政治课中的

开发与利用研究》...................................................................................................83

2.2.9.临沂市社科规划课题：《以沂蒙精神为载体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教育研究》...............................................................................................................83



4

2.2.10.临沂市社科规划课题：《依托高校平台的沂蒙精神实践教育培训一体化

建设路径研究》.......................................................................................................84

2.3.教材与著作.................................................................................................................86

2.3.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实践教程》..................................................... 86

2.3.2.《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学做教程》.................86

2.3.3.《沂蒙红色故事》..........................................................................................87

2.3.4.《沂蒙精神大学生读本》............................................................................. 88

2.3.5.《沂蒙精神与临沂革命老区跨越式发展研究》......................................... 88

2.3.6.《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研究》..................................................................... 89

2.3.7.《沂蒙精神故事选》......................................................................................89

2.3.8.《高校沂蒙精神育人的理论与实践》......................................................... 90

2.3.9.《沂蒙红色文化符号》..................................................................................90

2.4.课程建设.....................................................................................................................91

2.4.1.山东省精品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91

2.4.2.山东省精品资源共享课：《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92

2.4.3.山东省高等学校在线开放平台课程：《沂蒙红色文化与沂蒙精神》.....93

2.4.4.第二批山东省一流本科课程：《“光照千秋——沂蒙精神代代传”虚拟仿

真实验》虚拟仿真课程...........................................................................................94

2.4.5.课程思政建设..................................................................................................95

3.开展活动.............................................................................................................................. 101

3.1.教学活动...................................................................................................................101

3.1.1.《临沂职业学院沂蒙精神教育实施方案》文件....................................... 101

3.1.2.全国同上一堂——六种精神话党史之沂蒙精神....................................... 103

3.1.3.课堂实践：故事宣讲、沂蒙大讲堂、情景剧表演................................... 104

3.1.4.校内实践：体验馆参观体验、体验馆现场讲解、沂蒙精神主题手抄报制

作、沂蒙红色景点推介会、拍摄微电影、志愿服务等.................................... 107

3.1.5.校外实践：实践基地考察参观、志愿服务............................................... 118

3.1.6.“沂蒙红色故事”“致敬战疫英雄”系列微课................................................ 126

3.2.“校地协同”实践活动资料....................................................................................... 129

3.2.1思政实践基地协同........................................................................................129

3.2.2思政宣传服务进社区....................................................................................131

3.2.3华东野战军总部旧址暨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活动资料.......................134

3.3.“校际协同”资料....................................................................................................... 140



5

3.3.1校际实践活动资料........................................................................................141

3.3.2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临沂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双协同双提升”合

作共建协议.............................................................................................................145



6

（一）反映成果的总结报告

《沂蒙红色文化全方位立体化赋能高职思政课教学改

革的创新与实践》教学成果总结报告

一、成果研究背景

2013 年 11 月 25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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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沂蒙红色文化融入思

想政治理论课程中，引导大学生传承红色基因、筑牢政治信仰、厚植

爱国主义情怀，对提升思政课教学效果、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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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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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沂蒙

红色文化资源深化高职思政课教学改革，探索并实践了沂蒙红色文化

全方位立体化赋能高职思政课教学模式。 4 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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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成果受到同行认可，并被《中国教育

报》等多家媒体报道。

二、成果解决的主要教学问题

（一）解决了高职思政课教学内容不接地气、认同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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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国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但地方院校对红色文化资源

的开发和利用不足，没能充分融入到思政课中，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

教学素材不够鲜活，学生对思政教育的认同感不强。

（二）解决了高职思政课教学形式不丰富、激趣难的问题

思政课授课形式较单一，教学方法不灵活，学生缺乏学习的积极

性、主动性，红色文化融入高职思政课教学形式不丰富，没落实好“三

贴近”，思政课不能由“高大上”回归“低平实”。

（三）解决了高职思政课实践教学实效性不高、落地难问题

思政实践教学受到资金、时间、安全等因素制约，到校外实践基

地活动不多；校内教育场馆建设不到位，缺乏红色资源；思政课实践

教学不能满足学生需求、落地难。

三、成果的主要内容

（一）“推三新”（新资源、新内容、新方法）、“促三能”（学

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创新教学理念

本着“推三新”（新资源、新内容、新方法）、“促三能”（学

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理念，挖掘沂蒙地区丰厚的红色文

化资源，融入人培方案、课程标准、课程思政中，讲身边的故事，促

进红色文化赋能思政课教学，彰显地域特色、人文情怀。在省级精品

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中分模块和专题融入沂蒙红色文化案例和实践项目，

每个教学模块保证足够的红色文化教学学时。在课程思政建设中，延

展思政课堂，将沂蒙红色文化无痕嵌入课程思政建设，实现全员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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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全过程育人。在课程平台建设中开辟沂蒙红色文化专栏，丰富课程

平台资源。编写了“沂蒙红色故事”和“沂蒙风采”两本校本教材，

开发了与思政必修课配套实践教程，并把沂蒙红色文化实践项目融入

到所有教学章节，大力弘扬沂蒙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培养具有沂蒙

精神特质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图 1：沂蒙红色文化“三进”路径

（二）构建了理实一体、双线并行、校地协同教学模式

把沂蒙红色文化资源同步融入理论教学专题与实践教学项目、融

入线上教学资源与线下教学研讨、融入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融入校

内红色文化思政育人主题活动与校外红色教育实践基地开发利用，形

成理实一体、双线并行、校地结合的教学模式。创新第一课堂理论和

实践教学融入沂蒙红色文化的教学方式，发挥思政课第二课堂实践育

人功能，将沂蒙精神融入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式方法。

搭建学习通、得实、优慕课等线上平台，实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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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思政课红色文化教育的空间。

图 2：沂蒙红色文化赋能思政课教学模式

（三）挖掘沂蒙红色文化典型案例，活化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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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蒙

红色人物微课、唱响沂蒙、沂蒙舞魂等比赛活动，赋能学生成长成才。

让思理课从高、大、上回归低、平、实，学生可学可做，可追可及，

解决了高校思政课课堂教学既有深度广度又有温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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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红色文化活化教学形式的路径

（四）搭建了多层次、立体化课程资源建设平台

将沂蒙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课程建设，无痕嵌入教学设计中，如

学习理想信念专题时，导入沂蒙革命先驱刘晓浦刘一梦叔侄俩革命理

想大于天的感人事迹。在精品资源共享课、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中增设

沂蒙红色文化资源专栏，上传红色经典影视作品、红色歌曲、师生创

作的红色情景剧、红色微党课等，供学生自主学习。开设《沂蒙精神

教育》必修课，弘扬沂蒙精神；编写《沂蒙红色故事书》，教师录制

配套微视频讲述红色故事。开发校本实践教材，编写《思想道德与法

治实践教程》和《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做教程》

两门实践教程，在教材每一章中设计沂蒙精神知多少、沂蒙早期党组

织调查、从临沂商贸物流城变迁看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等红色实践项

目。

（五）建立了校地红色文化实践基地协同共建机制

依托沂蒙山区众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立校地协同共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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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高职思政课理论与实践、校内与校外有机结合的实践教学模式，

让思政课活起来、动起来。一是学院和沂蒙革命纪念馆、沂蒙红嫂纪

念馆、华东野战军军部旧址暨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等 12 家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共建思政教学实践基地，拓展师生红色教育育人空间；实

现基地教员和思政课教师的互联互通，基地教员每学期来校举办思政

宣讲进高校讲座，思政课教师每学期带学生到实践基地开展现场教学，

打造思政移动课堂。分批组织师生暑假去农村、工厂、社区调研，感

受革命老区新气象和新变化。二是学院投资 370 余万元，建设校内“两

馆一中心”（培根铸魂体验馆、三山一坡革命精神展馆和思政虚拟仿

真教学中心），通过情景式教学、沉浸式体验，让学生不出校门就能

实景参观全国 72 所红色场馆，互动体验爬雪山过草地、革命战争等

艰苦卓绝的过程，坚定理想信念、促进政治认同。通过上述举措，解

决学生外出实践难的问题，实现学生红色教育实践教学全覆盖。

图 4：校地协同共建实践基地

（六）采取“三元考核、三方评价”红色教育考核评价体系

在思政课考核成绩中，对学生完成红色实践项目情况进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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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线上红色文化研讨考核，红色社团活动、志愿服务、爱国主

义教育等实践活动考核，期末考试中谈红色文化教育的收获等考核，

采取线上、实践、期末“三元”考核方法。在评价体系上，形成思政

课教师、团学人员、学生骨干三方评价的全方位评价体系。

四、成果的创新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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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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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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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四轮驱动、福能教学体系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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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外立体化实践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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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图 6：“一体两翼”立体化实践教学方式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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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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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利用地方资源优势，教学水平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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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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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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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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蒙精神话党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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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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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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成果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之处

本成果自实施以来，把沂蒙红色文化有效融入思政课教学中，在

全员协同育人、改革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方法、优化教学评价等方面

取得一些成绩。但在实施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如下需要进一步深化和

完善之处：

（一）进一步加强和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双协同双提升”

合作，提升教师把沂蒙红色文化赋能思政课教学的实践经验物化为科

研成果的能力。

（二）加强校地协同共建，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学生实际，不断

创新红色教育的方法路径，增强沂蒙红色文化赋能思政课的广度、深

度和温度。

（三）优化红色教育实施成效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考核评定方

案，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并践行，提升红色文化赋能思政课育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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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成果鉴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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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撑材料目录

1.教学成果应用及效果证明材料

1.1 成果推广应用证明

1.1.1.教学成果在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推广应用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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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教学成果在菏泽家政职业学院推广应用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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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教学成果在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推广应用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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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教学成果在安徽阜阳阜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推广应

用证明



23

1.1.5.教学成果在遵义职业技术学院推广应用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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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教学改革应用效果

1.2.1.临职学子王一飞荣登“临沂好人”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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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临职学子杜孟贤获山东省大学生“青春贡献奖”

1.2.3.临职学子李晓勇荣获“临沂市百佳网格员”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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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我院教师杨美子荣获全国职业院校红色故事大赛一等奖

1.2.5 我院学生诵演的《沂蒙颂歌》在山东省经典诵读大赛获大

学生组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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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共青团中央团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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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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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教学改革获奖

1.3.1. 2015 年 1月，全国第二届高校（高职高专）教师微课大

赛二等奖（王金义）

1.3.2. 2014 年 7月，山东省高校首届形势与政策微课大赛三等

奖（王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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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2014 年 8月，山东省高校教师微课大赛一等奖，山东省

教育厅（王金义）

1.3.4.2017 年 8月，论文 《论沂蒙精神的价值取向与当代大学

生的价值选择》获“2016 年度全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优秀成果一等

奖”，同时，获得“临沂市第二十三次社科成果一等奖”（孙海英 ）



30

1.3.5.2017 年 8月，教材 《沂蒙精神大学生读本》获“2016 年

度全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优秀成果一等奖”，2018 年 3 月获得临沂

市第三届优秀社科普及读物一等奖（孙海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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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2017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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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山东省委

高校工委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优秀工作案例（孙海英 ）

1.3.7.2018 年 10 月，著作《沂蒙精神与临沂革命老区跨越式发

展研究》, 获得“临沂市第二十四次社科成果特等奖”（孙海英 ）

1.3.8.2018 年 4月，山东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丁付斗、

隋燕玲、王金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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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2018 年 12 月，山东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比赛三等

奖（王金义）

1.3.10.2020年 5月，山东省高校思政课教师集体备课二等奖（王

金义、隋燕玲等）

1.3.11.2020 年 9月，山东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大赛三等奖

（管明龙、王金义等）



33

1.3.12.2020 年 10 月，临沂市微党课比赛一等奖，临沂市委组

织部（王金义）

1.3.13.2020 年 12 月，山东省高校教师思政课教学比赛二等奖

（张娜）



34

1.3.14.2018 年 9月，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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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5.2013 年 8月，山东省高校教师微课大赛一等奖，山东省

教育厅（隋燕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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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6.2020 年 10 月，临沂市微党课比赛二等奖，临沂市委组

织部（隋燕玲）

1.3.17.2021 年 9月，山东省职业院校教学能力比赛三等奖（隋

燕玲、刘夫楠、管明龙、张娜）



36

1.3.18.2021 年 5月，山东省职业院校“基础课”集体备课成果

特等奖（张娜、孙路芳等）

1.3.19.2021 年 12 月，首届全省学校思政课教学设计大赛特等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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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2021 年 6月，临沂职业学院教学成果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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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团队成员获得荣誉

1.4.1.王金义获得荣誉：山东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先进个人、山

东省学校优秀思政课教师、振兴沂蒙劳动奖章、临沂职业学院教学名

师、优秀班主任、优秀共产党员、教学质量奖、优秀社团（指导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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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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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孙海英获得荣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2016 年影响

力提名人物、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山东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首批教学名师工作室孙海英工作室、山东学校优秀思政课教师、山

东省三八红旗手、山东师范类学生技能大赛优秀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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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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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隋燕玲获得荣誉：山东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骨

干教师、山东学校优秀思政课教师、临沂市劳动模范、临沂市优秀共

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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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郑佩瑶获得荣誉：弘扬沂蒙精神最美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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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管明龙获得荣誉：临沂市优秀青年志愿

1.5 媒体报道

1.5.1.《中国教育报》国家级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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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活动省级媒体报道



52



53



54



55



56

1.5.3.战疫微课国家级平台 2 次，省级平台 4 次，清明节

思政微课省级平台 1 次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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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1.5.4.市级媒体报道

《赓续红色基因 塑造大国工匠》临沂职业学院奋力谱写职业教

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临沂日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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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63



6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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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成果

2.1.研究论文

2.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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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2.1.2.以沂蒙精神为载体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途径

探究



69

2.1.3.新媒体背景下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



70

2.1.4.新媒体提升思政理论教育实效性研究



71

2.1.5.全媒体时代沂蒙红色文化创新推广研究



72

2.1.6.沂蒙红色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研究

2.1.7.依托地方资源优势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



73

2.1.8.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的务实精神



74

2.1.9.高职院校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探究



75

2.1.10.论沂蒙精神的价值取向与当代大学生的价值选择



76

2.1.11.沂蒙早期党组织对实践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探索及启示



77

2.1.12.其他相关论文：

《论红色文化的育人功能与机制构建》

《沂蒙精神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之比较》

《创新创业视域下沂蒙红色资源的开发》

《初心和使命：新时代沂蒙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从心态到行为：心存敬畏，行有担当-—论沂蒙精神育人中教

师的心态调适与角色重构》

《论践行沂蒙精神与提高政治规矩自觉的互动生成关系》

《沂蒙精神融入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的路径选择》

《从四个角度解读“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

《沂蒙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

《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契合：从沂蒙精神看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

使命沂蒙精神的温度》

《论沂蒙精神党性与人民性统一》

《沂蒙精神：党群同心水乳交融》

《沂蒙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评价体系初探—基于 CIPP 模式》

2.2.研究课题

2.2.1.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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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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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山东省学校思政课教学改革项目：《沂蒙红色文化融入新

时代高职思政课教学的创新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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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沂蒙精神融入新时代高职院

校劳动教育研究》



80

2.2.4.山东省社科联：《沂蒙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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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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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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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省级教改项目：《新时代提升高校思政课教师综合素质和

专业化水平研究》

2.2.7.临沂市社科规划课题：《新时代高职院校弘扬沂蒙精神传

承红色基因路径探索与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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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临沂市社科规划课题：《沂蒙红色文化资源在职业院校思

想政治课中的开发与利用研究》

2.2.9.临沂市社科规划课题：《以沂蒙精神为载体深化“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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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临沂市社科规划课题：《依托高校平台的沂蒙精神实践

教育培训一体化建设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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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教材与著作

2.3.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实践教程》

2.3.2.《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学做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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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沂蒙红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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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沂蒙精神大学生读本》

2.3.5.《沂蒙精神与临沂革命老区跨越式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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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研究》

2.3.7.《沂蒙精神故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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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高校沂蒙精神育人的理论与实践》

2.3.9.《沂蒙红色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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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课程建设

2.4.1.山东省精品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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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山东省精品资源共享课：《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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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山东省高等学校在线开放平台课程：《沂蒙红色文化与沂

蒙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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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第二批山东省一流本科课程：《“光照千秋——沂蒙精神

代代传”虚拟仿真实验》虚拟仿真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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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课程思政建设

思政课教师与专业课教师手拉手集体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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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展活动

3.1.教学活动

3.1.1.《临沂职业学院沂蒙精神教育实施方案》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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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全国同上一堂——六种精神话党史之沂蒙精神



104

3.1.3.课堂实践：故事宣讲、沂蒙大讲堂、情景剧表演

沂蒙红色故事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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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蒙精神大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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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年俗》情景剧表演

《一封信》情景剧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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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大戏（《燕翼堂前飞双烈》情景剧表演）

3.1.4.校内实践：体验馆参观体验、体验馆现场讲解、沂蒙精神

主题手抄报制作、沂蒙红色景点推介会、拍摄微电影、志愿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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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课教师在学院培根铸魂体验馆指导学生 VR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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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课教师在学院培根铸魂体验馆现场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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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红色精神，庚续百年荣光”沂蒙红色故事宣讲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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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蒙精神主题手抄报比赛优秀作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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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沂蒙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党史教育学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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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故事我来讲、坚定信念跟党走”的红色主题宣讲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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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职学子致敬战疫中的沂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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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蒙红色景点推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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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知识竞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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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大学生弘扬沂蒙精神状况调查

3.1.5.校外实践：实践基地考察参观、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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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蒙红色实践基地考察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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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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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沂蒙红色故事”“致敬战疫英雄”系列微课

红色故事宣讲微课：“拥军妈妈”胡玉萍

红色故事宣讲微课：“最美兵妈妈”朱呈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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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故事宣讲微课：爆炸队长公成美

红色故事宣讲微课：乡村振兴“领头雁”王传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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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故事宣讲微课：血洒沂蒙的英雄夫妇陈明、辛锐

红色故事宣讲微课：沂蒙“识字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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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战疫英雄”系列微课

3.2.“校地协同”实践活动资料

3.2.1 思政实践基地协同

培根铸魂体验馆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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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一坡”革命精神展馆开馆

临职与临沂红源文化服务中心共建沂蒙精神实践教学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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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职与河东区党性教育基地共建思政实践教学基地

3.2.2 思政宣传服务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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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华东野战军总部旧址暨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活动资料

《新四军在沂蒙》漫画故事《吃煎饼》被编排成情景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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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爱沂蒙》剧照

华东野战军纪念馆内景和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园区景色

基地教员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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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琴戏前河湾剧照

青少年体验中心——红色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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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革命文物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现场

山东省保密传统教育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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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影《海棠花红》海报

微电影《信》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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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影《一棵核桃树》海报

微电影课堂走进临沂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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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蒙红系列微电影

沂蒙精神沉浸式情景剧教学

3.3.“校际协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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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校际实践活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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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部组织首届全国思政课教师暑期实践研修

我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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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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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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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3.3.2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临沂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双协同双提升”合作共建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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