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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引领“三位一体”一流本科师范教育体系创新与实践》 

成果报告 

一、成果背景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师范教育作为教育事业工作母机，承

担着培养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的基础教育教师的神圣使命。针对

师范教育育人特质弱化问题，学校开展了一系列改革实践，2011

年出台《教师教育改革方案》，在省内率先实施“卓越教师培养

计划”，建设“精品师范工程”；2012 年确立“师德高尚、业务

精湛、技能娴熟、仪表儒雅”培育目标；2013-2017 年连续 3 轮

获教育部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改革项目。经过改革探索和实践检验

，构建了价值引领“三位一体”一流本科师范教育创新体系，为

发展新时代卓越教师核心素养提供人才培养新路径。 

本成果聚焦价值引领、思政铸魂，从课程教学、第二课堂、

校园文化三个维度，创建一流本科课程教学“七融入”模式、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112349”工作模式和校园文化“三浸润”

模式，把思政要素融入课程目标、课程实施等模块，注重思想政

治教育体系化，突出校园文化以文化人功能，实现价值养成、知

识习得、能力提升并重，有效保障卓越教师培养目标高效达成，

落实了习近平总书记“把教师真正培养成为人类灵魂工程师”

的重要指示，为培养“四有好老师”作出创新性实践。 



《坚持思政引领一流本科师范教育探索与实践》等相关成果

获省教学成果特等奖和一等奖；学校从 2018 年到 2022年在校友

会中国师范类最好大学排名从 21 提升到 19；师范生连续 5 年就

业率在 85%以上，行知实验班就业率 95%以上，师范生到基层就

业比例超过 40%；培养出全国道德模范、全国最美教师张丽莉，

全国道德模范、全国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 2019 级刘曦檬等一大

批优秀师范生。2017 年时任教育部长陈宝生到校调研时指出：哈

师大贯彻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精神，做得是扎实有效的，有自

己的特色，有自己的品牌，树立了自己的旗帜，应予充分肯定。

成果得到鉴定专家组高度肯定，认为成果秉承师范教育改革与一

流本科教师教育理念，实践价值引领，在培养卓越教师方面取得

了显著成效，具有引领示范作用和推广应用价值。 

二、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设计思路 

成果以培养新时代基础教育卓越教师为目标，基于“价值引

领、思政铸魂、三维协同、追求卓越”的一流本科师范教育体系

构建理念；从课程教学、第二课堂、校园文化三个维度，创建了

价值引领一流本科课程教学“七融入”模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112349”工作模式、校园文化“三浸润”模式，形成了价值

引领“三位一体”一流本科师范教育创新体系；从组织运行机制



、协同育人机制、持续改进机制三方面构建“535”协同运行机制

，促进师范生专业能力发展和综合育人能力养成，保障新时代基

础教育卓越教师培养目标有效达成。（图 1 所示） 

三、成果主要内容 

1. 显隐融合，构建价值引领一流本科课程教学“七融入”

新模式，实现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并重，促进新时代卓越基

础教育教师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有效达成。（图 2 所示） 

 



（1）将价值引领融入人才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体系的

逆向设计各环节，修订 21 个师范类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学校

主动适应新时代国家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战略需求，面向卓越教

师核心素养，把价值引领融入人才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校准专

业定位，立师德“一践行”，树师能“三学会”；基于“拓宽口径

、强化基础、突出实践、注重综合”原则，把价值引领融入课程

体系，实现专业知识、能力培养和素质教育有机融合，发掘通识

课程、专业课程、教师教育课程和实践课程的思政功能，与思政

课程同向同行，构建显隐融合、知行合一、五育并举、师范特色



鲜明的课程体系，发挥课程建设“主战场”、课堂教学“主渠道”

作用。 

（2）将价值引领融入课程目标、课堂教学、课程考核与课

程评价的课程教学设计与实施全过程，修订面向产出的课程教学

大纲 829 门，打造一流本科课程。将价值要素融入课程目标，制

定突出思政元素、能力导向的课程目标，促进学生知识、能力、

素质协调发展；聚焦课程思政目标，把思政元素渗透到课程教学

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技术各维度，把思政考核纳入课程过程性

和终结性考核，将思政评价纳入课程思政成效评价，促进课程考

核、课堂教学、课程目标持续改进，打造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程 1 门、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2 门、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36 门、

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和教学团队 9 个。将价值引领纳入教材建

设、一流师资培训、教育教学改革、国际合作项目等模块，保障

课程教学目标、毕业要求、人才培养目标有效达成，强化师德养

成，厚植教育情怀，提升思政铸魂能力，实现新时代卓越基础教

育教师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的有效达成。 



2.注重顶层设计，构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112349”工作

模式，实现价值引领第二课堂促进师范生培养目标达成的运行效

果。（如图 3 所示） 

（1）结合一流本科师范教育目标，首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112349”工作模式。从树立一个育人理念、明确一个培养目

标、抓住两条工作主线、创建三种工作机制、把握四项工作方法、

创新九类工作载体构建了一体化大思政育人格局。通过思政课教

师、辅导员 8 个互动项目落实主渠道与主阵地一体化机制；组织

400 余场 10 余万人次参与的理论宣讲，师范生理想信念得到强



化；组织 6 万余人次 200 余场专业情志教育，学生“识专业、爱

专业、精专业、用专业”意识不断增强。 

（2）遵循思政规律模拟第一课堂教育环节，实施价值引领

第二课堂课程化。按照课程形式规范第二课堂活动内容，用教学

标准要求第二课堂活动行为，用科学方法评价第二课堂活动效果，

包括教学单元、教学模块、教学项目、教学形式、培养目标以及

教分学分等。课程化设计促进了第二课堂思想政治规律与教育教

学规律有机结合，促进了高校第二课堂活动形式、方法、载体等

创新，提高了卓越教师培养体系建设水平。 

3.发挥校园文化以文化人作用，打造价值引领校园文化“三

浸润”模式。（如图 4 所示） 



（1）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精神文化融入教育教学

体系。通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校

本特色文化等精神文化，引领学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传

统、红色基因传承中塑造精神品格。学校获教育部全国高校校园

文化成果一等奖。2019 年学校原创大型舞蹈史诗《大荒魂》，在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期间首演，2021 年被列为黑龙江省庆祝

建党百年重要节目。 

（2）校本特色制度文化体系发挥隐性教育功能。学校制定

符合学校发展定位的《大学章程》《哈尔滨师范大学委员会关于

师范生师德养成教育》等 100 余项制度，制度内容相互衔接、思

想内涵相互贯通、功能作用相互补充，紧扣时代热点和学生面临

的实际问题，形成具有学校特质的制度文化体系，引导学生把正

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转化为理想信念和行动准则。 

（3）“文博馆”等物质文化阵地发挥以文化人功能。学校

不断完善校园文化设施，发挥校史馆、文博馆、行知广场等物质

文化阵地的教育功能、示范功能、凝聚功能、创造功能、熏陶功

能，为教育教学提供优质物质文化基础。2017 年我校荣膺第一届

“全国文明校园”称号。 

4.发挥质量评价导向作用，实现“价值引领‘三位一体’一



流本科师范教育体系”各部分、各环节的持续改进。 

（1）建立持续改进制度体系。学校、学院、专业三级联动，

以卓越教师培养为目标，强化价值引领，制定贯穿“课程教学、

第二课堂、校园文化”的“评价-反馈-改进”制度与方案，建立

“学校-学院-专业”多层次保障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持

续改进制度体系。 

（2）改进质量评价方式。把价值目标贯穿在课程教学、第

二课堂和校园文化等本科师范教育人才培养各环节，将定性评价

与定量评价相结合、形成性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将内部监控

与外部评价相结合，对价值目标达成情况开展全方位、全过程跟

踪与评价。 

（3）强化改进成效监督。以学校各类质量评价工作组、校

院两级督导组、高教研究与教学质量评估中心相关部门为改进成

效监督主体，对师范教育体系各部分、各环节的内部监控和外部

评价结果进行综合分析与反馈，以制度为依据，督促相关方依据

评价结果进行改进，监督改进情况，保障改进成效，实现学校本

科师范教育体系持续改进。 

四、成果的创新点 

（1）理念创新：提出“价值引领、思政铸魂、三维协同、



追求卓越”的一流本科师范教育理念。学校前身是松江省立行知

师范学校。学校一直承陶行知先生“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

去”“千教万教，教人求真”的“行知精神”，坚持思政铸魂，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四个

相统一”要求作为师范生培养的核心价值内容，引领实现师范生

培养全过程、各环节价值塑造的全程融通，引领形成课程教学、

第二课堂与校园文化融合互补的一体化、协同化育人格局，师范

生综合素质、专业化水平和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2）体系创新：构建价值引领“三位一体”一流本科师范

教育体系。课程教学、第二课堂、校园文化三维联动，课程教学

“七融入”模式将价值目标有机融入人才培养目标、毕业要求、

课程体系、课程目标、课程实施、课程考核与课程评价七个模块，

实现新时代卓越基础教育教师必备品格形成和关键能力提升。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112349”工作模式把人才培养要求和学校

办学理念相结合，抓住党和国家人才培养要求和学生成长诉求两

条主线，通过机制、方法和载体创新，实现与课程教学互补。校

园文化“三浸润”模式结合传统校园文化、龙江本土文化和校本

文化等内容，围绕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构建校园文化

特色体系，达到以文育人、以文化人的目的。 



（3）机制创新：形成了“535”协同运行机制。自上而下建

立“学校顶层设计-部门协同-学院推进-教师实施-学生践行”五

级联动的组织运行机制；实施以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的

“课程教学”为主体，与“第二课堂”和“校园文化”三维融合

互补的协同育人机制；建立“执行-评价-反馈-改进-再评价”五

个环节循环运行的持续改进机制。通过三个机制的协同，保障价

值引领“三位一体”一流本科师范教育体系有效运行。 

五、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1）师范生培养质量显著提升。连续 5 年师范生就业率在

85%以上，行知师范班就业率 95%以上，师范生到基层就业比例超

过 40%。2011 年以来，师范生在全国“华文杯”“挑战杯”“数

学建模”等大赛获奖 1000 余人次，其中获特等奖、一等奖 100

余人次；获得国家级、省级志愿服务金奖等 100 余项；近三年参

加省“高校师范生‘实习支教’服务一批”服务基础教育 1300

余人。培养出全国道德模范、全国最美教师张丽莉，第八届全国

道德模范（全国孝老爱亲模范）、中国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 2019

级刘羲檬等优秀学生。2015 年我校优秀校友秦艳友夫妇因创办

宝贝回家网站帮助 1300 多名被拐和走失孩子找到亲人，被评为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黑龙江 4 名参加全国学校思政课教师座



谈会教师中有 3 名为我校毕业生和教师，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

接见。2018 年 1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部战区新兵侦察

技能训练并观看我校入伍的徐大庆同学演练的长拳，勉励他早日

成才，早日立功，争取成为杨子荣式的侦察英雄。 

（2）成果示范性强辐射面广。获批教育部“三全育人”综

合改革试点高校、教育部首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孙立

军教授在《中国教育报》《思想政治理论导刊》刊发《坚持思政引

领，推动第二课堂课程化育人》等文章，在教育部高师院校卓越

教师改革成果汇报会作典型发言；李庆霞教授在 29 届、30 届三

北地区高师院校协作会议上分享成果；省教育厅鉴定专家组认为

成果在卓越教师培养体系构建方面较为先进，具有较大的推广价

值，成果在陕西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 10 余所高校推广应

用。 

（3）成果得到社会和媒体高度认可。2017 年中宣部、中组

部、教育部三部委督查我校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时指出：“哈师大有优良的传统，人才辈出，涌现出张丽莉等时

代楷模，是因为有好的校风，是长期师德教育的成果；能把思政

工作与教书育人有机结合在一起，做得特别到位；哈师大的思政

工作一直在实践、一直在探索、一直在创新，为全国高校树立了



榜样，工作经验值得在全国推广。” 2018 年时任黑龙江省委书

记张庆伟给我校投身基层的选调生回信，对他们扎根基层、为建

设现代化新龙江贡献青春和智慧的行为给予充分肯定。2022 年

教师节黑龙江省委书记许勤来校慰问教师时，对我校师范人才培

养给予充分肯定。成果被《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多家媒体

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