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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与脉络 

（一）政策指引 

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确定

了立德树人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重要作

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全国教育大会、全

国职业教育大会以及同大学生、青年代表的座谈会讲话中，多次对立

德树人作出深刻论述和鲜明表达。但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过程中，因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知识教育“两张皮”、铸魂育人的专

业教学体系不健全，导致价值引领在人才培养中难引领、难贯穿。 

（二）产业需要 

2009年，国家立足“全球观”高起点谋划并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

发展，使文旅产业成为增强和传播我国文化自信的最佳载体，产业内

涵变革对新时代文旅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但受传统观念的影响，

社会对旅游类职业评价“重形象、轻文化”，学生在职业生涯规划、

学习倾向和企业选择方面“重现状、轻发展，重技能、轻素养，重规

模、轻内涵”，导致旅游人才培养“重外在、轻内在”、旅游类课程

缺乏“深度”和“广度”的问题凸显。 

（三）龙江使命 

北大荒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龙江篇章，龙江精神中

浓墨重彩的一笔，既是历久弥新的民族精神，又是与时俱进的时代精



神，其在龙江垦区开发建设中培育和形成的思想境界、工作作风、精

神支撑、价值向度等本质特征，与人才核心素养养成具有相同的脉络

属性，对培养服务旅游强省、文化强国的新时代文旅人才具有重要的

内驱作用。但受育人机制制约，与承载北大荒精神的企业合作仍停留

在技能服务、技术研发等方面，导致校企一体育人“合而不通”。 

（四）形成脉络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从 2012 年开始，依托职业教育旅游服务与

管理专业教学资源库、省职业教育改革试点项目“旅游服务与管理专

业设置标准”、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基于可持续发展的旅游管

理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实践性研究”等项目，与黑龙江旅游职业

技术学院、哈尔滨市现代服务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等省内职业学校合作

开展北大荒是融入龙江旅游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探索研究，2017 年 5

月从“融入标准、融入路径、融入模式、融入资源”四个方面得到固

化并正式实施，五年内陆续拓展至 11个项目进行深入实践。 

图 1  成果脉络 

  



二、理念与内容 

成果立足服务国家和龙江战略、服务产业内涵变革需求、服务学

生发展，贯穿开放发展、协调发展、创新发展、共享发展理念，培养

“爱祖国、有理想，爱旅业、有素养，爱龙江、有情怀”的新时代龙

江文旅人才，形成了“标准+路径+模式+资源”的北大荒精神融入旅

游职业教育教学改革育人体系。 

图 1  成果整体框架 

（一）以开放发展理念为根本，研制融入标准 

1.文旅人才进阶培养标准 

成果通过黑龙江省教育规划重大课题“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

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策略研究”得出，北大荒精神与核心素养培养“两

层皮”是导致其在文旅人才培养过程中“难引领、难贯穿”的主要原

因，只有不断丰富北大荒精神内涵，将其融入到时代发展的大背景中，

并与文旅产业变革保持同步，才能突破“皮”的困囿，在开放发展中

构建北大荒精神育人的新格局。 

为实现北大荒精神与专业核心素养的融合转化，成果在旅游服务

与管理专业设置标准研制中，提出了“专业精神育人基地建设要求”，

并在开放发展理念指导下，与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宣传部、北大荒开发

建设纪念馆等北大荒精神育人基地，系统梳理北大荒开发建设要素，

对“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北大荒精神内涵进

行“旅游化”解构：艰苦奋斗即游客为本的精神支撑、勇于开拓即服

务至诚的工作作风、顾全大局即互助共赢的思想境界、无私奉献即文



化传承的价值向度，并与 21 世纪核心素养 5C模型耦合形成北大荒精

神 5C育人模型，确定了北大荒精神 5C耦合素养准则和文旅人才进阶

培养标准，为成果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 

图 2  北大荒精神 5C 耦合育人模型 

2.校企一体育人评价标准 

根据文旅融合人才培养需求，凝练出新时代文旅人才应具备的 4

个核心能力：旅游线路设计能力、文旅讲解服务能力、旅游大数据分

析能力和旅游产品设计能力，对应 20个北大荒精神 5C 耦合素养。文

旅人才核心能力培养达成的 5 个教育平台：课堂教学、社团活动、劳

动教育、社会实践和创新创业活动。通过重构课程体系和内容，增设

了企业课堂、空中课堂和虚拟课堂等教学环节，强化学生的北大荒精

神内化与践行。 

专业开放素养交叉评价维度，在 5 个教育平台与核心素养、核心

能力映射关系基础上，开展基于文旅融合的校企一体育人评价方法研

究，形成校企一体育人评价映射权值矩阵，探索北大荒精神“旅游化”

评价和文旅人才培养过程有效监控方法。校企育人评价映射权值矩阵

算法为 C=αAP，其中 C 为 5C 素养值，A 为 5×5 映射权值矩阵（表），

表征环节对 5C 素养的映射程度。如表 1 所示，表中 Aij 表示育人平台

对 5C素养养成的权重系数，i 为素养序号，j为平台序号。P 为过程

分值矢量，P=[P1……P5]
T，其中 Pj为学生第 j 个环节的得分，记录学生

每个环节的分值过程，形成 5C 素养成长档案。α为 5C 素养要素加权

系数矢量，α=[α1……α5]。2021 年，已在此基础上建设了 4 个模块 21

个维度的“四维两度”数字评价档案，通过 5C 核心素养评价情况、

“七彩五维”学习分布情况、企业对“五力”评价情况、专业教师对

学生成长评价情况的在线数字档案，可多方同时录入，学生自主查看。 



表 1  校企一体育人评价映射权值矩阵 
育人平台 

5C 素养 课堂教学 社团活动 劳动教育 社会实践 创新创业 

文化理解与传承 A11 A12 A13 A14 A15 

审辩思维 A21 A22 A23 A24 A25 

创新素养 A31 A32 A33 A34 A35 

沟通素养 A41 A42 A43 A44 A45 

合作素养 A51 A52 A53 A54 A55 

（二）以协调发展理念为引领，明确融入路径 

1.北大荒集团统筹的顶层路径 

北大荒集团认真履行北大荒精神发源、培育地作用，统筹所属企

事业单位资源，每年下发系列文件深入推进北大荒精神育人系列工作。

仅 2021 年就先后制发了《新时代深入弘扬北大荒精神工作方案》《关

于开展“北大荒精神进校园、进课堂”系列活动的通知》《关于开展

“我是北大荒精神传承者”博物馆、纪念馆、场史馆讲解员大赛的通

知》《关于将北大荒精神纳入培训教学课程的通知》，已形成稳定有

效的北大荒精神融入职业教育路径。 

2.“四位一体”文化育人的校级路径 

成果主要完成单位近 5 年连续将北大荒精神融入专业教育教学

改革纳入《学院党建宣传思想政治工作要点》和《学院年度工作要点》，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形成了《特色校园文化建设方案》，将将北大荒

企业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和专业育人文化、融入人才培养标准、融入教

师队伍建设和融入教育教学活动，打通了校企一体文化育人的藩篱。 

3.“双轨四层”培养保障的专业路径 

旅游管理专业基于校企一体的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制定了《校

企双轨学习成果认定办法》和《实践共同体准入准出制度》，建立了

企业课堂、虚拟课堂、空中课堂等三类课堂，形成了以校企一体育人

为组织保障层、三类标准贯通为制度保障层、北大荒精神育人基地为

硬件保障层和三师协同教学的队伍保障层，为北大荒精神融入旅游专

业教学改革创设了条件。 

4.“三全三融”教学改革的课程路径 



依托学院数字化校园建设条件，按照课程知识点间的内在联系、

技能点的逻辑关系和文化点的育人维度，设计“四类”问题序化教学

目标构建目标链；根据目标链设计“知、行、情、意”四个课程思政

教学环节，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循环完成“导—学—教—评”教学活动，

贯通思政链；根据目标链、思政链形成由平台数据和线下量规表组成

的评价链，实现了“全景体验、全境实践、全情感知”融入师生成长、

产业发展和文化传承。 

（三）以创新发展理念为驱动，创新融入模式 

1.人才培养模式 

专业创新了“一体四阶、三全三融”人才培养模式。一是在校企

双主体合作基础上，与北大荒开发建设纪念馆等 11 家北大荒精神教

育基地签订一体育人协议、建设一体育人基地，对接人才培养标准和

评价标准。二是遵循学生“认知—理解—认同—践行”的核心素养养

成规律实施“准旅人—新旅人—文旅人—龙旅人”四段进阶式培养，

将磨炼意志品质、树立奋斗目标、养成工作作风和锻造思想境界贯穿

人才培养始终。三是以北大荒名师名匠工作室为主导，依托校内的省

级虚拟仿真实训中心进行北大荒人事物魂的“全景体验”，根据不同

阶段人才培养需要深入到北大荒的“全境实践”对北大荒精神进行“全

情感知”，继而将 5C 耦合模型的 20 个要素、85 条行为准则融入校

企社三类课堂，实现教学相长、产学共促、知文强旅的三融培养。 

图 3  北大荒精神 5C 耦合育人模型 

 



2.构建“七彩五融”课程体系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围绕“爱家乡、有情怀，爱文旅、有素养，

爱祖国、有理想”的培养规格开发了四个“北大荒+”模块化课程，将

20 个 5C要素、85 个素养准则和 358个北大荒精神谱系育人要素落实

到课程标准中（表 2），通过挖掘文化深度使北大荒资源与旅游要素

在内容上融合，实现分阶引领。 

表 2  “北大荒+”模块化课程素养对应表 

模块 课程 素养准则 谱系要素 

基础模块 

商务礼仪 7 12 

旅游政策法规 21 22 

全国导游基础 9 19 

导游实务 16 22 

地方导游基础 12 42 

管理学原理 8 —— 

北大荒+线路 

模块 

旅游电子商务 11 4 

研学旅行实务 10 36 

定制旅行服务 15 17 

旅游目的地概况 9 8 

电子商务短视频制作 6 —— 

北大荒+景区 

模块 

智慧景区运营管理 13 92 

北大荒全域旅游 21 116 

活动策划与执行 11 57 

旅游大数据应用 12 —— 

北大荒+餐住 

模块 

酒店运营管理 12 6 

乡村旅游实务 5 39 

民宿产品开发 8 24 

北大荒+产品 

模块 

旅游产品设计 15 48 

新媒体文案创作 9 21 

文旅 IP创意与运营 7 15 

图形与版面设计 6 —— 

 



（四）以共享发展理念为目标，建设融入资源 

成果在职业教育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中，确定了

“人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的建设目标，充分体现了“人人

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共享理念。纵向维度上共享了北大荒

“人事物魂”4 类思政元素，结合黑土文化、军旅文化、知青文化、

移民文化拓展北大荒文化广度，建设包括“红绿蓝白黑橙金”七彩育

人维度，构建“七彩五维”课程体系，实现了以价值内涵引领课程深

度；在横向维度上共享到课堂教学、社团活动、劳动教育、社会实践

和创新创业活动五类育人渠道，实现分层融入、全员共享的新境界。 

三、实践与效果 

（一）“育德”与“育才” 

成果应用实践至今，学生在省级以上技能大赛和创新创业大赛获

奖 24 项，开展北大荒精神主题实践活动近 20 余次、耕读活动 7 次，

参与“大手拉小手”活动 6 次，2019-2021三届届毕业生分别荣获全

国五好讲解员、北大荒最美讲解员、伏尔加庄园景区最美讲解员、731

景区年度十佳讲解员等荣誉 13 人次。组建的北大荒景区义务讲解服

务队先后组织开展了 14场垦荒故事讲解比赛，2022 年从全国 667所

高校 1796 支团队中脱颖而出，入选全国大学生志愿宣讲团；北大荒

文创工作室开发的“中国粮食、中国饭碗”系列文创产品在 2021 年

全国职教活动周职教成果展上代表我省展示，受到参会代表的广泛关

注和高度评价。 

（二）“传道”与“授业” 

成果团队先后荣获全国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奖 4项、省首

届课程思政大赛奖 4 项，被授予“省教学名师”“全国推荐学习先进

个人”和“北大荒最美教育工作者”等荣誉称号，2022年成果团队获

批省课程思政示范团队。成果形成的专业教学模式、课程体系分别在

团队成员主持的教育部信息化教学实践共同体项目、4 项文旅部“万

名旅游英才”项目和 4 项省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中进行应用研究。教学

改革成效得到省文旅厅科教处、省旅游协会和 10 余家高职学校认可，

省旅游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省科顾委现代服务业专家组长、黑龙



江大学段光达教授认为：成果理念先进，人才培养成效突出，具有创

新性、实用性和系统性，在省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和辐射作用。 

（三）“言传”与“身教” 

成果团队牵头建成了全国职业教育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教学资

源库并通过教育部验收，建设了 10 门精品在线开放课程、315 个微

课、13151条素材，在线学习者达到 11.42 万人。《北大荒全域旅游》

《北大荒的那些事儿》两门在线开放课程点击量 60 余万次；“S2P”

新型职业农民专递课堂累计开展信息化教学培训 2.12 万人次、培育

新型职业农民 2000余人、精准帮扶 403 人。 

（四）“认同”与“践行” 

成果辐射省内 12 所中高职学校，被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黑龙江职业学院、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等高职学校认可、借鉴，

推广示范效果显著。在教育部信息化教学应用实践共同体建设培训会、

全国涉农职业院校干部培训会上受邀做主题报告，累计受众近千人。

受 4 个全国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基地、超星课程思政平台、泛雅教师发

展中心邀请，面向省内外中高职学校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进行教学

改革经验、教学模式创新等方面的培训，累计受益近 5000 人。 

四、创新与特色 

（一）理念创新：构建了北大荒精神 5C 耦合育人模型 

成果在 21 世纪核心素养 5C 理论基础上，将教育教学改革视野拓

展到龙江精神对新时代文旅人才的全方位影响，聚焦到北大荒精神育

人的“旅游化”和旅游职业精神养成的“龙江化”，从理论、情感和

实践三个层面指导北大荒精神融入龙江旅游教育教学实践，形成了北

大荒精神与核心素养的耦合联动。 

（二）制度创新：建立了“双轨四层”人才培养保障机制 

成果通过设立旅游管理专业校企一体育人委员会，推进“校内学

习”和“垦区成长”两轨实施；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中，制定了文旅

人才进阶培养标准；在教学改革实践中，独创了双轨成果认定转换制

度、固化了“团队教学、协同研讨”的教研组织形式；在教学模式改

革中，制定了实践共同体准入准出制度。 

（三）模式创新：形成了“一体四阶、三全三融”人才培养模式 



成果契合文化强国战略和文旅融合背景，以文化为主线实施人才

培养过程，其核心内涵为：以文化为校企一体育人桥梁，以文化搭建

人才成长四级阶梯，以文化创设情景境融合氛围，以文化推进育德、

育人与育才的互融互促，充分展示了龙江精神育人的教育教学改革成

果。 

（四）实践创新：探索出北大荒精神四级融入路径 

从顶层设计到微观课堂层面建立了保障北大荒精神融入旅游人

才培养的四级通道，包括顶层通道（北大荒集团统筹北大荒精神育人

资源）、校级通道（北大荒旅游企业与学校形成的全面合作）、专业

级通道（北大荒名工名匠参与的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和课程级通道

（北大荒兼职教师进入三类课堂），为北大荒精神融入提供了可参考、

可复制路径。 

五、反思与预期 

成果应用全面促进了北大荒精神的践行与传承，全面提高了新时

代龙江文旅人才的培养质量，在以中国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方面进行有效探索。在多年来的研究和实践中，我们深深体会到，

精神育人是一个“新的职业教育发展的老路”，其理念并不新鲜，但

要真正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和新的突破，绝非易事。本成果将在现有

基础上，探索形成龙江旅游职业教育精神育人的代表性成果，为中国

精神在职业教育各专业融合育人提供实践样本和参考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