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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简介（可另加附页）

成

果

曾

获

奖

励

情

况

获 奖

时 间

获 奖

种 类

获 奖

等 级

奖金数额

（元）

授 奖

部 门

2020 年

教学成果：《“一多元

协同 错位对接 内生外

长 厚基强能—美术绘

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

究与实践》

市级

一等奖
10000 威海市教育局

2020 年

教学成果：《“四平台、

全方位、广辐射”优秀

传统文化育人模式的创

新与实践》

市级

二等奖
5000 威海市教育局

2018 年

教学成果：《中小微企业

“双向双融 双场合一”

育人模式实践探索》

省级

一等奖
20000 山东省教育厅

2015 年

教科研创新成果：《区位

服务 校企融合 工学交

替理念下中职学校人才

培养模式研究》

市级

三等奖
0 威海市教育局

2014 年

教学成果：《基于“四融

合”人才培养模式的专业

教学改革-以美术设计专

业为例》

省级

三等奖
0

山东省省级教

学成果奖评审

委员会

2015 年

教改立项：《<爱家·爱

校·爱生命>校本课程的

开发与实践》

省级 55000 山东省教育厅

2015 年

教改立项：《中高职一体

化衔接德育教学的研究

与探索》

省级 15000 山东省教育厅

2017 年

教改立项：《优秀传统文

化融入中等职业教育的

实践研究 》

省级 15000 山东省教育厅

2018 年
山东省职业教育名师工

作室（原新国）
省级 50000 山东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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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课题：《移动互联网时代

家校共育模式的实践与

探索》

国家级 0

教育部数字化

学习支撑技术

工程研究中心

2020 年
课题：《优秀传统文化融

入中职课程的实践研究》
市级 0

威海市职业教

育教学研究室

2020 年
课题：《中职德育微课的

开发与实践研究》
市级 0

威海市职业教

育教学研究室

2020 年

课题：《新时代背景下中

等职业学校社团活动中

的德育价值探析-以山东

省威海艺术学校为例》

市级 0
威海市职业教

育教学研究室

2016 年

课题：《中等职业学校学

生人文素养培养模式探

究》

省级 0

山东省职业教

育与成人教育

科学规研规划

领导小组

2015 年

课题：《中等职业学校建

设“文明校园”的探索与

实践》

市级 0

威海市教育科

学规划领导小

组办公室

2014 年

课题：《创造性地开展班

级主题班会活动引领中

职学生成长的研究》

市级 0

威海市教育科

学规划领导小

组办公室

2021 年
思政课教学设计大赛：

《保护资源环境》

省级

一等奖
0 山东省教育厅

2020 年

教学能力大赛：《我有一

个梦想-职业生涯规划引

领人生幸福》

市级

一等奖
0

威海市职业教

育教学研究室

2019 年

教学能力大赛：《树理想

定方案--汽车运用与维

修专业职业生涯规划》

省级

二等奖
0 山东省教育厅

2018 年
优秀教材：《中华传统文

化读本-经典诵读》

省级

二等奖
0

山东省职业技

术教育学会

2017 年
山东省职业院校中华诗

词大赛

省级

三等奖
0

山东省职业

技术教育学会

2018 年
文明风采：《妈妈的千

层底》（歌舞类）

省级

一等奖
0 山东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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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主题教育活动评选：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

征程》（剪纸）

省级

特等奖
0

山东省职业技

术教学学会

2021 年
主题教育活动评选：

《百年巨变》（剪纸）

省级

特等奖
0

山东省职业技

术教学学会

2019 年
课程资源：《<爱家·爱

校·爱生命>》教材
省级 0 山东省教育厅

2018 年
创新创业大赛：《DIY 时

尚创意剪纸》

省级

三等奖
0

省中华职业教

育社、省教育

厅、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

2019 年

创新创业大赛：《职业

性格》（教师组）
省级

一等奖
0

省中华职业教

育社、省教育

厅、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

2020 年
创新创业大赛：《DIY 创

意扎染工作坊》

省级

三等奖
0

省中华职业教

育社、省教育

厅、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

2021 年 威海市教科研先进个人 市级 0 威海市教育局

2021 年 威海市第教学能手 市级 0 威海市教育局

2021 年 威海市学科带头人 市级 0 威海市教育局

2020 年 山东省教书育人楷模 省级 0

中共山东省委

宣传部、山东省

教育厅

2017 年 齐鲁名师 省级 0 山东省教育厅

2014 年
威海市有突出贡献的中

青年专家
市级 0 威海市政府

2019 年
学校获得全国教育系统

先进集体
国家级 0 教育部

成果

起止

时间

起始:2013 年 9 月 实践检验时间:4 年

完成:2021 年 12 月

主

题

词

中职学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融合、四模块、五平台；

育人模式



— 4 —

1.成果简介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出台了系列有关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以下简称“传统文化”）的文件，明确提出在中职学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

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基础，是中职生人文素养和道德提升的重

要路径。就传统文化教育实践而言，中职学校普遍缺乏有效构建传统文化

育人体系的指导理念，缺乏教育内容的系统化设计，忽视学生自省内化的

实践探索，育人效果不甚理想，因此，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传统文化育人

体系尤为必要。

自 2013 年起，依托山东省教改项目《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等职业教育

的实践研究》、山东省德育名师工作室等 3 个项目和 6个课题，我们对传统

文化教育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研究，依据“以生为本”的教育理

念，从系统论的角度对传统文化教学体系进行审视和重构，以生为本，提

出“传统文化浸润、德技并修成才”育人理念，厘清了基于“德技并修”

的优秀传统文化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整合教学资源，在实践中形成了传

统文化教育与党建工作、文明校园建设、课程思政建设相融合的“三融合”

建设路径，“经典文化、工匠文化、非遗文化、节日文化”的“四模块”课

程体系，“学校课程、校园活动、社会实践、文化环境和基地教育”的“五

平台”运行机制，构建了传统文化“三融合、四模块、五平台”的育人模

式，形成了课程体系、教材、论文等标志性成果，培养了一批德技双馨的

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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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8 年的建设实践，形成了具有推广价值的实践模式与课程资

源。开发了《齐鲁传统文化》《中职生传统文化教育》等 6 种教材，威

海花饽饽、扎染等 5 门“非遗”特色课程；教师与学生综合素质大幅

提升，在各级各类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学校实现特色发展、高质量

发展，成为国家改革发展示范校、山东省示范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

集体。

本成果在山东省威海艺术学校、济南信息工程学校、台湾台北师

范大学等省内外多所学校进行了模式推广，在威海干休所、古陌社区、

威海新北洋有限公司等社区及企业进行实践推广，《文明礼仪》等教材

全国推广，原新国老师的德育名师工作室在山东、北京、上海、湖北、

广西等地推广学校传统文化育人经验做法，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成

果形成的经验和案例走向国际，与韩国、澳大利亚的相关学校进行传

统文化研讨和交流，有效扩大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中央电视台、中国

教育新闻网、山东教育新闻网等新闻媒体先后 100 多次对学校办学育

人、公益服务社会、传统文化教育等进行专题报道，进一步扩大项目

成果的实际推广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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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果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及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1）成果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一是中职学校传统文化教育内容缺乏系统性，教育对象未分类把

握、教育内容未分类实施；

二是以往中职学校传统文化教育课程重理论、轻实践，重课堂、

轻课外，缺乏科学指导；

三是尚未建立行之有效的传统文化育人模式，学校传统文化育人

效果有待提升。

（2）解决问题的方法

一是构建“三阶递进”的传统文化“四模块”课程体系，解决教

育内容系统性缺乏问题。

.

“三阶递进”的传统文化“四模块”课程体系

依据“德技并修”培养目标，以生为本，构建经典课程、工匠课

程、非遗课程、节日文化课程“三阶递进”的传统文化“四模块”课

程体系，使学生在学习和实践中感知、认知和感悟传统文化的魅力。

开设《中职生传统文化教育》等课程，选读欣赏经典美文、名著，学

思践悟传统文化；建立“工匠之道、匠心筑梦”系列课程，依托实训

课、大师工作室，使学生精技强能；设立非遗特色课程，使学生强技

启智；建设节日文化课程，使学生明礼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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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搭建学校和社会教育有机融合的育人平台，创新教育方式，

解决学生对传统文化认识与实践脱节的问题。

坚守课程平台，发挥课堂主阵地作用，将公共基础课、特色专业

课作为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丰富校园活动平台，开展中华传统

美德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传统艺术研习等主题教育活动，组织面塑、

剪纸等社团活动，丰富校园文化，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拓宽实践平台，

开展非遗文化进社区、进企业、社会志愿服务活动等；依托刘公岛、

毛泽东像章纪念馆等威海红色教育资源，开展红色实践活动。优化环

境平台，利用宣传栏、实训室、校园广播、微信公众号等宣传媒介，

宣传优秀传统文化；甄选基地平台，以刘公岛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

威高民俗文化邨、市群众艺术馆等作为传统文化教育基地，让学生感

知威海历史文化、感悟中华民族历史传承。

三是构建“三融合、四模块、五平台”传统文化育人模式，提高

育人成效，解决整体实施性不强的问题。

“三融合”即传统文化教育与党建工作、文明校园建设、课程思

政建设相融合的发展路径；“四模块”即建立“经典文化、工匠文化、

非遗文化、节日文化”四模块课程体系；“五平台”即创新“学校课程、

校园活动、社会实践、文化环境和基地教育”一主二辅两拓展的育人

载体。该育人模式逐渐形成了多元支撑、互为补充的运行机制，通过

课程体系构建，系统设计教育内容，开发可推广的教材，有效提升了

教师的综合能力，通过搭建平台，加强学校与社会的配合，形成了教

育合力，提高育人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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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果的创新点

（1）创建了“三融合、四模块、五平台”传统文化育人模式

传统文化教育与党建工作、文明校园建设、课程思政建设相融合，

实现“思想引领、氛围带领、课程统领”互为补充的文化育人格局，

建立“四模块”课程体系，系统的整理和设计教育内容，开发了可推

广的教材，有效提升了教师的综合能力，创新“学校课程、校园活动、

社会实践、文化环境和基地教育”的一主两辅两拓展的育人载体，形

成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融合发展的长效机制，从而构建起优秀传统文

化“三融合、四模块、五平台”的育人模式。

（2）创造性地提出“传统文化浸润、德技并修成才”育人理念

以提升文化自信为目标，以生为本，用优秀传统文化占据学生思

想意识的主阵地，将立德树人落到实处。学生在提升专业技能的同时，

加强优秀传统文化学习，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3）率先建立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融合发展的长效机制，把

社会资源转化为学校教育教学资源，把学校教育教学资源转化为社会

服务资源

本成果搭建课程平台、活动平台、实践平台、环境平台、基地平

台“五平台”育人载体，将课程平台作为传统文化教育的主阵地，活

动平台和环境平台是辅助，实践平台和基地平台是拓展，积极探索“校

内+校外”“理论+实践”传统文化育人机制，紧密结合纪念馆、民俗馆、

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企业文化和校园文化等教育载体，一方

面推进学校与社会形成育人合力，另一方面利用学校的优质教育资源

开展社会服务活动，形成多元支撑、互为补充的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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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1）育人模式的质量效应

学生方面：传统文化浸润促进了学生综合素养和技艺技能水平的

显著提升，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得到家长、企业和社会的高度认可。威

海国际食品博览会上学生的食品雕刻、面点、茶艺等受到市民热捧；

威海市首届职教艺术节上，学生表演的《妈妈的千层底》《心有翎兮》

等赢得阵阵掌声。学校近 3 年毕业生就业满意度高达 95%以上，涌现

出一大批李翠翠、宫甜甜式的威海工匠、技术能手，以及因助人为乐

刷屏网络的于昊亮等。取得技能大赛国赛一等奖 1 个、三等奖 1 个，

省赛一等奖 6 个，二等奖 9 个，三等奖 22 个的好成绩。获全国文明风

采大赛国赛三等奖 1 个，省赛一等奖 2 个、二等奖 1 个，三等奖 6 个，

山东省经典诵读比赛、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也斩获多个奖项。2017

年以来共有 8 名学生获评山东省优秀班干部，27 名学生获评山东省优

秀学生。

教师方面：教师综合育人的主动意识、实践能力、教研能力等得

到显著提升。团队成员主持和参与省级教改立项 5 项，国家、省市课

题 11 项；获得山东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1 个，三等奖 1个；威

海市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1 个，二等奖 1 个；获得山东省首届

学校思政课教师教学设计大赛一等奖 1 个，省级教学能力大赛二等奖

1 个；获得山东省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 1 个，三等奖 2 个；发表学术

论文 4 篇；出版教材 8 部；主持人韩霞荣获山东省优秀思政课教师、

威海市师德标兵、学科带头人等荣誉称号，原新国获得齐鲁名师、山

东省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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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建设方面：传统文化教育实践活动，提升了学校文化建设内

涵，加强了学校与企业、社区合作，促进了学校特色发展。学校先后

被评为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国家中职改革发展示范学校，荣获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得到社会广泛好评。

（2）文化教育经验的示范引领效应

本成果在威海北洋职业技术学校、山东省威海艺术学校、泰安理

工中等职业学校、济南信息工程学校、台湾台北师范大学等学校进行

了传统文化育人模式推广；在威海干休所、古陌社区、朝阳社区、威

海新北洋有限公司等社区及企业进行了实践推广；《文明礼仪》等教材

全国推广；原新国在山东省 11 地市和北京、上海、湖北、广西等地进

行讲座推广，产生了良好社会影响。

成果形成的经验和案例走向国际，与韩国传统文化高中、澳大利

亚沃东加高级公立中学等进行传统文化研讨和交流，有效扩大了传统

文化的影响力。

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新闻网、山东教育新闻网、威海晚报等新

闻媒体先后 100 多次对学校办学育人、公益服务社会、传统文化教育

等进行专题报道，进一步扩大项目成果的实际推广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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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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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教学成果奖励领导小组组长

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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