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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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