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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引导—活动”

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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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9 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研

究专项“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项目: 以党史

为重点的‘四史’教育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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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 黑龙江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重点课题“高职艺术学类

专业课程思政实施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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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 广东省国防教育课题重点项目“总体安全观视域下高校国家

安全教育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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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果发表论文 

2.1 优化教学内容类 

2.1.1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牡丹

江大学学报，王虹（第二作者），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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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以“四进四信”为载体提高德育教学设计的几点思考，牡丹

江大学学报，吴淑霞（第一作者），2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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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中国梦”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问题及原因分

析，牡丹江大学学报，吴淑霞（第二作者），2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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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2.1.4 立德树人视野下“中国梦”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解

析，牡丹江大学学报，王虹（独立作者），2017.6 

  

2.1.5 微文化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分析，牡丹江大学学

报，王虹（第一作者），2017.7 

  



40 

2.1.6 高职院校思政课专题式教学初探，牡丹江大学学报，王虹（独

立作者），2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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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2.1.7 微媒体时代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题式教学内容整合研

究，牡丹江大学学报，吴淑霞（独立作者），20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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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2.1.8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题式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结合之

探索，牡丹江大学学报，王虹（第一作者），2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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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2.1.9 基于“学习强国”APP 优化高校思政课教学供给侧配置要素，

牡丹江大学学报，吴淑霞（第二作者），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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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2.1.10 高职院校公民教育的实践探索，牡丹江大学学报，王虹（独

立作者），2020.11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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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2.1.11 红色文化资源传承价值及其实现路径探索，国际公关，王婵

（第二作者），2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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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2.1.12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成逻辑，速读，王婵（独立作者），2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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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3 “对分课堂”理念在高职思政课教学中的应用——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为例，牡丹江大学学报，吴

淑霞（独立作者），2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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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4 讲深讲透讲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

的实践探索，牡丹江大学学报，王婵（第一作者）、杨辉（第二作者）、

王虹（第三作者），20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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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创新教学方法类 

2.2.1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论坛式”教学中提升学生就业核心能力，

中国科技信息，吴淑霞（独立作者），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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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2.2.2 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三环互动”模式，中国科技信息，

吴淑霞（独立作者），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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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2.2.3 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调查问卷中拷问高职大学生的就业核心

能力，鸡西大学学报，吴淑霞（第二作者），2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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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思想政治理论课“积分制”与学生就业能力培养的探索，牡丹

江大学学报，吴淑霞（独立作者），2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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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2.2.5 合理利用教学反馈信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的实效

性，牡丹江大学学报，王虹（第一作者）、吴淑霞（第二作者），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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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2.2.6 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项目化教学改革的探索，今日科苑，王虹

（独立作者），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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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项目化教学模式初探，牡丹江

大学学报，王虹（独立作者），2012.7 

 

  



74 

2.2.8 基于创新理念下的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探索，牡丹江大学

学报，吴淑霞（独立作者），2012.9 

 



75 

  

  



76 

2.2.9 关于“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探讨，黑龙江科学，

王虹（第二作者），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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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 构建高职院校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创新体系的思考，牡丹

江大学学报，吴淑霞（独立作者），2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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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2.2.11 微文化背景下优化大学生思政课理论与实践设计的探索，牡

丹江大学学报，吴淑霞（第一作者），2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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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2.2.12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于高职院校实践教学

环节的视角，牡丹江大学学报，吴淑霞（第二作者），2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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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2.2.13 慕课背景下“云端思政”混合式教学方法探析——以“毛泽

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为例，牡丹江大学学

报，吴淑霞（第二作者），2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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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2.2.14 公民教育视域下的高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牡丹江大学学

报，吴淑霞（独立作者），2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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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2.2.15 课程思政视域下思想政治理论课之“金课”探索创新，牡丹

江大学学报，吴淑霞（第二作者），2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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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2.2.16 课程统整理论视域下高职院校思政课专题式教学的思考，教

书育人，张志凌（独立作者），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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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7 马克思恩格斯“反腐败”思想及其理论价值，牡丹江大学学

报，张志凌（独立作者），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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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8 基于疫情下高职院校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初探，牡丹江大学

学报，王虹（独立作者），20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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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9 关于新时代反腐败重要论述的四个维度，学习与探索，张志

凌（独立作者），20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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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协同融合育人类 

2.3.1 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项目化教学考核评价探索，中国科技信息，

吴淑霞（第二作者），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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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2.3.2 高职院校教师信息素养问题研究，牡丹江大学学报，吴淑霞（第

二作者），2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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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2.3.3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下高校德育体系整合创新的原则与路径，牡

丹江大学学报，吴淑霞（第一作者），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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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工学结合背景下高职院校教改成果培育机制的若干思考，牡丹

江大学学报，吴淑霞（独立作者），2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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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2.3.5 高职院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困境分析，牡丹

江大学学报，王虹（独立作者），2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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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2.3.6 微文化背景下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对策，牡丹江

大学学报，吴淑霞（独立作者），2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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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高职院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途径创新—

—基于课程思政一体化教学模式的探索，牡丹江大学学报，王虹（独

立作者），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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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2.3.8 高职院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长效机制研究——

基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视域，牡丹江大学学报，吴淑霞（独立作者），

2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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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2.3.9《视听语言》课程思政建设的探索与实践，教育科研，井维娜

（独立作者），2020.6 

 



115 

  

2.3.10 “课程思政”视域下高职院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思考，牡丹江

大学学报，杨辉（独立作者），2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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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2.3.11 地方特色文化资源融入课程思政路径研究，教育研究，井维

娜（独立作者），2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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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2.3.12 艺术学课程思政实施路径研究，医学研究，井维娜（独立作

者），2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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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3 新形势下技工院校职业技能培训应对策略，教学与研究，张

志凌（独立作者），20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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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材著作类成果 

3.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项目化探索》，东北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3.1.1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教授侯文顺教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项目化探索》书写序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项目化探索》是编著者从 2009 年开始，

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利用项目化

教学的形式进行深入研究与改革探索的结晶。相对其他专业课程而

言，此课程属于与素质培养密切相关的公共基础课程，其改革的难度

非常大，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这些并没有影响到他们改革探索的

决心与信心。通过改革，极大地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与学习动力，

使教学效果更加明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项目化探索》》设计了一个大项目、四

个子项目、二十四个任务，内容既包括了原来课程体系的全部知识，

又很好地体现了自我学习能力、信息处理能力、数字应用能力、与人

交流能力、与人合作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创新能力、外语应用能力

等体现素质教育的“八大核心能力”训练。 

项目化教学是项目教学的一种拓展，是以项目教学为主，并且融合了

行动导向教学法中的其他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在实施前必须要

站在课程整体的高度进行课程的整体设计，再进行各单元的设计。在

能力目标、知识目标、素质目标“三大目标”中，以知识目标为基础，

素质目标为目的，突出能力目标。在课程内容上，体现了项目和任务，

而不是语言、文字、图形、公式。在能力训练上，通过师生身份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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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变，让学生在相对真实的环境中亲身体验、亲身操作。在主体体

现上，过程中的一切均以学生为主，教师只是辅导。在效果考核评价

上，融合了能力、知识、素质等全部内容，并且公正、公平、公开。

在教学全部过程中，体现了“做中学与做中教”，“ 实践、知识、理

论”一体化。 

项目化教学改革的开展，对教师和学生都是一种考验，但最终受益的

是学生。尤其是教师，必须要站在理念、思维、方法、设计、课程、

考核和项目化或项目化的理念、思维、方法、设计、课程、考核的角

度进行探索。 

这里我想向解志斌同志与吴淑霞同志致敬，希望在高职课程改革方面

做出更大的贡献，并预祝牡丹江大学的教学改革取得更大成绩！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侯文顺   

                                 

2011年 4 月 

3.1.2 牡丹江大学副校长金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项目化

探索》书写序言 

自 2009 年以来，我校立足于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汲取当今高

职教育教学的先进理念，一直致力于课程项目化教学改革，并把它作

为学校内涵建设的核心工作，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是其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下

简称《概论》课）课程是思想政治理论课 05 方案的核心课程，属于

公共课，主要培养学生的世界观、政治观、社会观，侧重于对学生进

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由于课程的重要性与特殊性，相对于专

业课与专业基础课而言，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而

以往《概论》课的教学几乎完全沿用或照搬本科院校的教学模式，注

重知识传授，理论与实践分离，以教师的“教”为中心，学生在“听

中学”，形成了“言者淳淳，听者藐藐”的教学效果。这既不利于实

现《概论》课的教学目标，培养学生的素质与能力，又容易使学生对

课程失去兴趣和热情，影响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说服力，更可能使

得学生失去在学校期间重要的世界观、政治观、社会观的培养机会。

所以，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在我校的课程项目化教学改革过程中，让人欣喜的是，思想政治理论

课的教师没有因为课程的性质望而却步，或因循守旧，反而以拯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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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一直走在学校课程改革的

前列。两年多来，编者所带领的教学团队致力于从事高职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改的研究与实践，他们努力学习国内外高职教育教学的先进思

想，吸取项目化教学的先进理念，以课改科研促进教学，寻求适合高

职教育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模式，并积极通过课堂教学的实践，

反复修改课程的教学设计，不断完善课程的教学模式，取得了很好的

教学互动效果，教学质量大幅提升，深受学校及学生的认可与好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项目化探索》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改革的阶段性成果，很好地实现了《概论》课的教育功能与高职“能

力本位”的教学目标。其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该教

程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概论》课教学大纲

的要求，充分体现了国家的政治导向性和思想方向性，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为重点，联系学生职业人生发展实际需要，整合教学内容，

采用灵活方式，培养学生的兴趣，实现教学功能。第二，该教程定位

准确而清晰，以知识目标作为基础，能力目标为核心，素质目标为归

宿，价值情感目标为目的。第三，该教程设计以“一个贯穿项目”，

即“知行合一，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接班人”可行性方案为

载体；以“四个任务”，即“我与伟人同行”主题策划、“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与大学生研讨会”、“讴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辉煌成就”、“构建大学校园核心价值观方案”为趋动。第四，该教程

教学创造性地运用“行动导向六步教学法”，以“八个模块”，即“学

习目标”、“任务清单”、“学习引导”、“相关知识”、“任务实施”、“评

价反馈”、“布置任务”、“阅读精选”统领教学。 

基于能力本位的项目化教学改革，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一直处于积极

探索、尝试实施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项目化探索》，对

于正在从事高职课程项目化教改的其他课程来说，会带来一些启示与

借鉴。 

                                  牡丹江大学副校长   

                     2011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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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教学案例

参考》，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 

  

3.2.1 黑龙江省委高教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厅长张永洲为此书写序并

作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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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项目化教程，江苏大学出版社，2013

年 

 

3.4 《创新视角的思想政治教育》，线装书局，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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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经济法》，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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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心理学》，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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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大学生心理健康实训教程》，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22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