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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背景与简介

（一）成果背景

2021年，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予

以发布，北大荒精神位列其中；2022年，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

人。习近平总书记到黑龙江考察时指出：“北大荒精神激励了几

代人，要传承和弘扬北大荒精神”。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与黑龙

江垦区同根同源，用北大荒精神铸魂育人既是我校最为鲜明的办

学特色，也是应当自觉肩负起的办学使命。多年来，团队不断探

索和实施北大荒精神“进校园、进课堂、进头脑”工程，形成了

一系列创新实践成果。

（二）成果简介

为传承北大荒精神，更好担负起铸魂育人使命，团队从 2009

年起，以课题《“北大荒精神”育人模式在高职院校教学改革中

的研究实践》为依托，不断深化创新北大荒精神育人实践，先后

与北大荒博物馆成立了“北大荒思政育人研究中心”，与北大荒

集团下属 16个农场开展红色研学，与两个社区、一个法院开展

社会服务和志愿服务活动，充分发挥校馆企协同育人作用。同时，

团队利用新媒体新技术推动思政育人的形象化、生动化、趣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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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校馆企一体化育人体系、“一馆多点”的实践育人平台、

数字化的思政课新生态、红色情景剧本沙盘等教学新手段，将北

大荒精神全过程、立体化的融入思政育人体系，提升了教学的浸

润性、实效性，促进人才培养高质量发展。

（三）取得的主要成果

一是在教学成果方面，《北大荒精神融入“农文旅”人才培

养的龙江探索与实践》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填补东三省在此

奖项上的空白。获得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1项、一等奖

3项、二等奖 2项、省高校思政课“精彩系列”教学成果奖 10

项。

二是在教师大赛方面，教师获省级以上奖励 60项，其中全

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展示活动一等奖 1项，省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一二三等奖 10项。

三是在课程建设方面，2019年，团队成员主持建设的《毛

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和《思想道德与法

治》被教育厅评为省级精品在线课程。

四是在教师荣誉方面，教师获得荣誉 40项，4人获评首届

北大荒最美教育工作者、北大荒最美志愿者荣誉称号。多人获评

北大荒青年五四奖章、全国推荐学习先进个人、省最美园丁、省

师德先进个人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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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在科研方面，多名教师获省教育科学研究“十三五”期

间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省文物博物馆学会第十七次优

秀科研成果奖等奖项。

六是在学生获奖方面，学生在全省高校大学生“党的二十大

精神我来说”主题展示活动获一等奖、省级志愿者金奖、全省“五

个 100”优秀志愿服务项目、省高校师生微视觉大赛二等奖、省

“青年大学习”网上主题团课省级先进集体等奖项 40余项。

七是在社会服务方面，多名教师先后被聘为北大荒讲师团成

员、省思政课教指委委员、全国农业院校思课课创新联盟理事、

省法律教指委副主任委员、省中职职称评审专业家等，对外宣讲

80余场。

二、主要做法与经验做法

（一）系统开发了融入北大荒精神的一体化育人体系

在思政课程方面，紧紧抓住课堂教学主渠道，将北大荒精神

融入到思政课主干课程中，形成了《北大荒精神融入思政课整体

教学方案》，从北大荒精神历史溯源、开拓传奇、大局意识、奉

献之歌、当代价值五个方面入手，提升思政课的吸引力和实效性。

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专著《北大荒精神新论》、校本教材《北大

荒精神》；团队主持参与《北大荒精神的历史脉络及新时代发展

路径研究》《提质培优背景下高职院校北大荒精神教育的研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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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等北大荒精神相关的省级课题、横向课题 8项，发表《中

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融入高职思政课的总体设计》等相关论文

12篇。

在课程思政方面，团队选取旅游管理、学前教育等专业为试

点，用北大荒精神统领课程思政建设，编写《北大荒精神课程思

政资源库》，将北大荒精神作为思政教育的重要元素融入各类课

程中，培养具有北大荒精神的知农爱农新型人才。形成《北大荒

精神教学案例库》；建立北大荒版画大师工作室、北大荒书法大

师工作室、北大荒书坊等。

在社会实践方面，贯通思政课与社会实践，“开门”办课，

推动思政课实践教学与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志愿服务活动相结合，

深入黑龙江垦区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多次荣获“全国大中专学生

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位”称号，形成从入

学教育、课内外实践、社会实践到毕业教育的全过程实践教育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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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主体联动多路径实施打造“一馆多点”育人模式

一是校馆一体。团队精心挖掘属地资源，与北大荒博物馆形

成了“校馆共建、人才共育、资源共享、过程共管、责任共担”

的“五共”一体运行机制。同时，以北大荒博物馆为核心，以点

带面，深耕属地“朋友圈”，筑牢思政“根据地”，与黑龙江北

方民俗博物馆等地共建思政教育基地。

二是校企合作，发挥学校北大荒集团副理事长单位优势，与

共青农场、八五三农场、闫家岗农场等 16个农场开展红色研学，

探索总结了师生共同参与场馆工作的研学制、担当义务讲解的体

验式、宣讲员等教学活动模式。

三是校区协同，与哈尔滨市学院路街道农垦社区、哈尔滨市

呼兰区南京路街道社区等结对共建党支部，开展社会服务和志愿

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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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校内建立了北大荒精神研究基地、北大荒 XR产业

学院、打造北大荒精神文化墙、创立北大荒精神研习社、组建北

大荒精神学生宣讲团等，多路径立体化展现北大荒开发建设的光

辉历程，是传承和弘扬北大荒精神的重要途径。

（三）创新方法手段用数字化新媒体激活思政育人新生态

一是学校和北大荒融媒体深度合作，共同开发“北大荒之光”

“北大荒足迹”“北大荒影像”“北大荒科技”等北大荒精神相

关视频资源 121个，生动诠释北大荒 70余年的发展历程。

二是打造《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和《思想道德和法治》两门思政课省级精品在线课程，课前、课

中、课后全过程融入北大荒精神教育。

三是通过“浓情黑土地”微信公众平台发布北大荒故事、聚

焦北大荒集团发展，发表原创文章 2963篇，关注人数近 2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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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开发了大荒魂、解放哈尔滨等红色情景剧本沙盘，创新

北大荒精神教学模式，探索总结了以学生为主体、通过体验式、

沉浸式教学，感悟北大荒精神，学生参与感和体验感增强，对课

程的认同感和获得感提升。

三、创新与特点

（一）理念创新：用北大荒精神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团队将北大荒精神“融入课程、融入实践、融入校园文化”，

让学生“在课堂中学、在教育基地中学、在社会实践中学、在公

益活动中学”，实现北大荒精神的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一是全员育人。将北大荒精神有机融入教学中，既考虑到不同

思政课的开课时间和具体内容，又考虑到不同专业课的特点和学

情，保证融入效果；二是全程育人。将北大荒精神从新生入学

教育到毕业离校教育全程系统贯通。邀请赵国春等北大荒精神研

究专家、廖永霞等劳动模范给新生上好开学第一课。日常将志愿

讲解、故事诵读、唱红色歌曲、体验剧本沙盘等项目化特色教学

贯穿于学业全过程，最终实现北大荒精神对学生的价值引领和人

格养成；三是全方位育人。在组建理论社团、校园文化活动、

校外志愿服务和赛事活动中，打造北大荒精神育人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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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式创新：探索北大荒精神与思政育人融合新模式

团队与北大荒博物馆、农场协作，创建协同育人模式，畅通

了理论教学链与实践教学链。一是加强对北大荒精神的学理性研

究。团队与北大荒博物馆合作编写印制了《北大荒精神》《北大

荒精神教学案例库》学生读本，覆盖 5万余人；主持参与北大荒

精神相关的省级课题、横向课题 8项，为解码北大荒精神提供坚

实的理论基础；二是开展北大荒精神联动宣讲活动。团队与北大

荒博物馆、共青农场等联动开展形式多样的宣讲，开展了博物馆

里的思政课、教师到博物馆顶岗实践志愿讲解等活动。北大荒博

物馆馆长等专家为学生讲授北大荒专题讲座 20余场，把理论同

学生的具体学习生活实践相结合，使抽象化的理论变得深入浅出、

入脑入心。

（三）方法创新：数融思政增强学生参与感体验感获得感

紧扣学生学情，结合专业特色，将数字案例、数字资源、数

字技术融入育人过程。一是开展虚拟教研室集体备课会，与 5

所院校突破时空限制深入研讨、交流育人经验；二是在北大荒

XR产业学院，运用虚实结合的红色资源，构建历史情境再现的

体验课堂，使学生在可感知、可触摸、可体悟的仿真体验中加深

对北大荒精神的理解；三是依托省级精品在线课程平台、北大荒

云展馆、浓情黑土地微信平台，搭建了具有北大荒精神特色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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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资源平台，形成了北大荒精神育人“知识图谱”，推出了云参

观王震将军纪念馆、云农业体验等“云研学”项目；四是开发了

北大荒精神红色情景剧本沙盘，沉浸式教学，学生的参与感和体

验感增强；五是搭建“动态多维”评价体系，动态跟踪学生学习

全过程，实时监测学生学习效果。

四、应用推广效果

（一）校内应用产出成果丰硕

成果在校内选取了试点专业，稳步推进北大荒精神育人体系

建设，对其他专业后续推进起到良好示范带动作用。教师获省级

以上奖励 60项、荣誉 40项，多名教师被聘为北大荒讲师团成员、

全国农业院校思课课创新联盟理事等；2019年，团队成员主持

建设的两门思政课被教育厅评为省级精品在线课程。

近 5年，学生获省级以上奖励 31项，入选学生实践项目 2

项，入选团中央全国大学生志愿宣讲团（全国专科 37个）和“七

彩假期”志愿服务团队（全国专科 22个）。2019届学生胡法宝

扎根绥滨农场从业事迹刊登在《黑龙江日报》。2020年疫情期

间，36名学子逆行援驰湖北，314名志愿者投身家乡抗疫一线。

“大手拉小手”关爱留守儿童活动常年开展。2021年，经农业

农村部和教育部联合发布，学校成为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优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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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类院校应用广受好评

第一批入选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有 46个。高

校是立德树人的主阵地，必须用好红色资源，抓实红色育人，更

好地担负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任。通过北大荒精神融入高

职思政育人体系的理念、机制和模式，对同类院校融入北大荒精

神或其它伟大精神育人时，在擦亮“红”的底色、凸显“活”的

特质、拓宽“学”的时空、谋划“高”的站位等方面具有重要的

借鉴意义。

教学成果在江西农业工程职业学院、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

院、黑龙江职业学院、黑龙江生态职业学院等多所高职院校和黑

龙江农垦机械化学校等中职院校中进行了广泛应用，取得了良好

的育人效果。

（三）社会关注度高前景广阔

北大荒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在推动

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等方面具

有重要作用。北大荒精神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成果，对全国其它不

同学段融入北大荒精神教育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团队成员多次

为北大荒集团下属企业、社区、绥北法院、中小学生等单位宣讲

北大荒精神，推动了大中小学一体化实践育人体系的构建，提升

了北大荒精神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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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研究成果先后被 10余家媒体报道 30余次，2022年《光

明日报》报道我校思政课教师当好宣讲员的具体事例；2022年

《学习强国》报道我校思政课教学团队在参加省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中与企业校企共育，取得省赛一等奖的育人成效；2018年以

来，团队教师在《北大荒日报》上发表“农垦职业学院组织学生

参观北大荒博物馆感悟精神伟力”“从北大荒精神的记录者到讲

解者”等文章 20余篇。其中的经验做法、观点论述将对社会产

生广泛持续影响。

通过北大荒精神融入思政育人体系建设，团队建设立体教学

体系“大课堂”、搭建线上线下“大平台”、建好队伍载体“大

师资”，引导青年学生见证时代激越，赓续红色血脉。新征程上，

思政育人要进一步与红色精神相融合，同社会实践、就业创业相

结合，通过精细设计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式方法，继续讲好党

的故事，讲活党的精神，讲透历史规律，铸魂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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