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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 果 简 介

成

果

曾

获

奖

励

情

况

获 奖

时 间

获 奖

种 类

获 奖

等 级

授 奖

部 门

教学成果获奖

2023.07 兵团精神育人课程体系建设�卿涛�
国家级

二等奖
教育部

2022.05

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双向

融合�431�大学生价值观培养体系探

索与实践�张天华�

省级

一等奖
省教育厅

2016.11
�行走的课堂�——高校思政理论课

�三化�改革的实践与探索�朱坚�

省级

二等奖
省教育厅

2014.09
�三维四式五合�大学生职业发展教育

体系的创建与实践�朱坚�

省级

二等奖
省教育厅

2022.05
�三个课堂�相结合的立体化教学模式

在思政课教学中的应用�张天华�

省级

三等奖
省教育厅

2022.03 兵团精神育人课程体系建设�卿涛�
兵团

一等奖

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

2022.03

大思政视域下高校�乡土记忆与文化

传承�思政课主题教学模式研究与实

践�王在亮�

省级

二等奖

省级教学成

果奖评审委

员会

2018.04
基于就业创业的大学生专业主修能

力培养探索与实践�张天华�

省级

二等奖
省教育厅

2022.01

三协三融�大陈岛垦荒精神融入当代

大学生思政育人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周良奎�

省级

二等奖
省人民政府

2018.04
地方本科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三转

四建�模式构建与实践�张天华�

省级

二等奖
省教育厅

2009.05
高等职业教育工学结合长效机制研

究与实践�张天华�

省级

一等奖
省教育厅

2023.01
三度设计-自评互判�高中思政课大

单元�素养画像�评价研究�王国芳�

省级

二等奖

省教育科学

规划领导小

组办公室

2025.02
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项目

�王国芳�
省优秀项目

省教育厅教

研室



2020.12
浙江省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师综合能

力比赛一等奖�季敏�

省级

一等奖

省教育厅

教研室

2017.12
四形并塑�初中生公民意识培养新路

径的实践研究�林久杏�

省级

二等奖

省教育科学

规划领导小

组

2018.1 台州市教学大比武一等奖�季敏)
市级

一等奖

台州市教育

局教研室

教研科研项目

2022.11

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

体化建设地方创新实践研究

�张天华�

国家社科基

金

全国哲社科

工作办

2023.12
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获得感的测

评方法研究�朱坚�

高校示范马

院和优秀教

科研团队建

设项目

教育部

社科司

2025.02

浙江省�真理的味道�大中小学思政教

育一体化�台州和合思政实践�

�张天华�

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精品

项目

教育部

2023.10
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

建设研究�张天华�

教育部人文

社科项目

教育部

2024.07

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数字

赋能山区基础教育振兴--以仙居县

为例�张天华�

浙江省社科

赋能行动专

项课题

浙江省社科

规划办

2023.12
校企共建红色文化资源库�赋能大思

政课实践教学�张天华�

教育部产学

合作协同育

人课题

教育部产学

合作协同育

人项目专家

组

2023.12

浙江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评价

指标体系构建及应用�张天华�

浙江省高校

重大人文社

科攻关重点

规划项目

浙江省

教育厅

2024.12

基于�高校引领·队伍协作·区域联动�

的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学共同

体探索与实践�张天华�

浙江省

教改项目

浙江省

教育厅

2022.12
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红色

文化资源案例库建设研究�张天华�

浙江省

教改项目

浙江省

教育厅



2024.06
三协三融�大陈岛垦荒精神融入课程

教学和立德树人的全过程�李跃华�

浙江省典型

案例

省教育厅

办公室

2021.09
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评一体化研

究�李跃华�

教育部人文

社科项目

教育部

2024.09
新时代劳动教育对大学生创新创业

能力的影响效应研究�李正军�

教育部人文

社科项目
教育部

2023.10
马克思幸福观视域下美好生活审思

与测度研究�李跃华�

教育部人文

社科项目

教育部

2021-20

23

素养导向的高中思想政治活动型学

科课程的教学设计与实施研究

�王国芳�

浙江省教研

重点课题

浙江省教育

厅教研室

2021-20

22

高中思想政治新教材培训需求针对

性研究�王国芳�

人教出版社

课程所�十

四五�课题

人民教育出

版社

2023-20

24

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项目

�王国芳�

省教研室重

点项目

浙江省教育

厅教研室

2021.03
兵团高校 2021年思想政治工作中青

年骨干队伍建设项目�卿涛�

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思政

教改项目

兵团教育局

2023.03
兵团高校 2023年思想政治工作精品

项目�卿涛�

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思政

教改项目

兵团教育局

2024.12
新时期兵团高校办学定位和特色研

究�卿涛�

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教改

研究项目

兵团教育局

指导学生获奖

2024.10

�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秦创原�创新挑战赛

�指导教师 张天华�王在亮�

国家级

银奖

共青团中央

等 6部门

2022.03
第十七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指导教师卿涛�

国家级

铜奖

共青团中央

等 6部门

2024.05
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王奕天等

�指导教师 张天华�王在亮�

省级

银奖

共青团浙江

省委等 5部门



2019.12

-

2024.10

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徐晓莹�陈睿

知�洪楠琪�周琳�吴露艺�胡力帆�

郁婉琳�陈茗园�王奕天�朱夏茜�

王雯雯�指导教师 李跃华�

省级一等奖

3项/二等奖

1项/三等奖

5项/优胜奖

2项

浙江省大学

生科技竞赛

委员会

2020.4-

2024.11

长三角师范生教学基本功大赛�思政

组�-陈睿知�林妮�胡力帆�王奕

天�朱夏茜�指导教师 李跃华�

长三角一等

奖 4项/三

等奖 1项

浙苏皖沪三

省一市

教育厅

2024.11

浙江高校暑期社会实践优秀调研成

果交流展示活动

�指导教师 张天华�王在亮�

省级

一等奖

中共浙江省

委宣传部等 4

部门主办

2023.06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

赛红色专项赛

�指导教师 李跃华�

省级

铜奖

浙江省大学

生创新创业

大赛组委会

2019.12
暑期社会实践优秀团队-计梦婷等

�指导教师 李跃华�
省级

中共浙江省

委宣传部等 5

部门

2025.01
2024�卡尔·马克思杯�浙江省大学生

理论知识竞赛�指导教师 李跃华�

省级二等奖

1项/三等奖

2项/优秀指

导教师奖 1

项

浙江省大学

生理论知识

竞赛组委会

秘书处

2023.11

浙江省青少年模拟政协展示活动评

审活动�指导教师 季敏�

杰出团队

奖�最佳调

查报告奖�

优秀提案展

示奖

浙江省教育

厅教研室

2023.8

2023年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模拟政协

活动�指导教师 季敏�

最佳调查报

告奖�最佳

提案展示

奖�最佳组

织奖

全国青少年

模拟政协组

委会

教师所获荣誉

2020.12 省教学名师�张天华� 省级 省教育厅

2021.08 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张天华� 省级 省教育厅



2024.0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英才�教育教

学名师�卿涛�
省级

自治区教育

厅�兵团教育

局

2021.09
浙江省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朱坚�
省级 省教育厅

2024.12
2024年全国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

会实践优秀指导教师�卿涛�
部级

全国农林高

校共青团工

作联盟

2020.09 高校优秀思政课教师�王在亮� 省级 省教育厅

2023.09 �152�党史人才�李正军� 省级
省委党史和

文献研究室

2024.9

中学教学参考期刊集群创刊 50周年

优秀作者�特别贡献奖�获得者 �王

国芳�

省级
陕西师范大

学出版总社

2020.09
浙江省课程改革委员会思想品德专

业委员会委员�林久杏�
省级 省教育厅

2012.03

浙江省第六届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

会初中思想品德学科审查委员

�林久杏�

省级 省教育厅

2024.12

浙江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业指导

委员会�高中思想政治�委员�王国

芳�

省级 省教育厅

2024.12
浙江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业指导

委员会�高中思想政治�委员�季敏�
省级 省教育厅

2022.11 台州市名校长�林久杏� 市级
台州市人才

办

2023.8 台州市名师�季敏� 市级
台州市

教育局

课程教材建设

2020.11
兵团精神育人-名师思政导航课

�卿涛�

国家级

一流课程
教育部

2020.11 �生存训练�实践课程�朱坚�
国家级

一流课程
教育部

2021.01
一流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张天华�
省级 省教育厅



2021.01 一流课程�就业指导��张天华� 省级 省教育厅

2009.06
精品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张天华�
省级 省教育厅

2022.10
一流课程�大陈岛垦荒精神研学专

题��李跃华�
省级 省教育厅

2023.07

教育部�能者为师�社区教育项目特色

课程�线上纠纷的道德法律解析与应

对��李跃华�

省部级

教育部职成

教司�浙江省

教育厅

2022.11
大学生思政课获得感测评与提升

方法�朱坚�
国家级

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2014.04
高校发展性学生工作的理论与实践

�朱坚�
省级

电子科技大

学出版社

2022.01
辽宁省大中小学思政课同课异构一

体化教学设计样例库�张天华�
省级

辽宁师范大

学出版社

2023.06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新形态课堂

教学创新实践�张天华�
省级

辽宁师范大

学出版社

2025.01

十四五第二批重点教材建设项目�大

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课堂教学地方

创新实践��张天华�

省级
浙江大学

出版社

2024.06
浙江省�十四五�新形态教材�中学教

师师德修养��李跃华�
省级

浙江大学

出版社

2024.06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示范�金课�

�李正军等�
省级

浙江省大中

小学思政课

一体化建设

联盟

2023.11
�小学古诗文与生活德育�

�林久杏�
省级

浙江摄影

出版社

2020.12
�<经济与社会>微课程�

�季敏�

浙江省级精

品微课程

浙江省教育

厅教研室

教学建设平台

2025.2
教育部红色文化弘扬基地

�大陈岛垦荒精神教育基地�
国家级 教育部

2022.12
教育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

共同体
国家级 教育部

2024-20

28

初中道德与法治高中思想政治

实验基地
国家级

人民教育出

版社



2023.04
浙江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联盟副理事长单位
省级

中共浙江省

委教育工作

委员会

2024.09

浙江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师

示范团队�台州市大中小学和合思政

一体化示范团队�

省级

浙江省大中

小学思政课

一体化建设

联盟

2024.09

浙江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师

示范团队��真理的味道�大中小学思

政金课团队�

省级

浙江省大中

小学思政课

一体化建设

联盟

2024.06
浙江省新型智库联盟

成员单位
省级

浙江省

社科联

2023.01
浙江省�十四五�大学生校外

实践基地�台州学院附属中学�
省级

浙江省

教育厅

2021.01
浙江省示范教师发展学校

�台州学院附属中学�
省级

浙江省

教育厅

2023.12
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

建设研究基地
市级

台州市哲社

科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

科研成果获奖

2024.07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发展

报告�王在亮�

教育部

三等奖
教育部

2021.0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创业

教育机理与机制研究�张天华�

省级

一等奖

省委宣传部

组织部等

2021.06
高校创业教育系统构建与优化研究

�张天华�

省级

二等奖

省哲社科成

果奖评委会

2018.12
论高校创业教育的系统构建

�张天华�

省级

三等奖

省哲社科成

果奖评委会

2016.01 工学结合的校企合作探究�张天华�
省级

三等奖

省哲社科成

果奖评委会

2021.0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创业

教育机理与机制研究�张天华�

省级

三等奖

省哲社科成

果奖评委会

成果起

止时间

起始� 2012 年 12月 成果检验期 4年

完成� 2021 年 03月



1.成果简介及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不超过1000字)

1.1成果简介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完善立德树人机制�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

创新��台州是�和合文化�发源地�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和合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精髓�蕴涵着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和合思政�以�两个结合�为根

本遵循�辩证把握和而不同的�和�与一体化贯通的�合��着力破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

体化教学衔接不够连贯�保障体系不够高效�管理机制不够顺畅等全国性难题�

本成果始于党的十八大后的 2012年 12月�以相邻学段衔接为切入点推进一体化

建设�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3·18�讲话后�项目组统筹推进涵盖教学体系�保障体

系和管理机制的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地方实践�于 2021年初步形成大中小学�和合

思政�地方育人品牌�2022 年出台�台州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实施方案��

2022-2024年建立省级一体化示范团队�通过开展教学比赛�教科研会议�教师研训

等活动实现大中小学区域内一体化内涵式发展�同时推动和拓展跨省�跨区域一体化

建设的区域外地方实践�形成从浙江台州-辽宁锦州/新疆阿拉尔的两省两市共建→浙-

疆-辽三省联手合作→浙-疆-辽-青四省的跨区域联盟�完成了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

建设跨区域合作�2025年��浙江省�真理的味道�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台州和合

思政实践��获教育部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典型案例�形成向全国推广的实践

范式�

本成果构建了�教学体系-保障体系-管理机制�一体化育人架构�一体化教学体系



聚焦�目标链进阶-主题链集群-评价链反馈��构建层次递进�内容关联�效果可测的

教学系统�一体化保障体系强化�政策融合-资源融汇-平台融通��增强政策�资源和

平台三者联动的支撑效能�一体化管理机制推进�高校牵动-团队带动-区域联动��形

成多元主体支持的运行模式�

本成果直接覆盖了浙江台州�辽宁锦州�新疆石河子及阿拉尔等三省四市近 700

所大中小学校�辐射其它 20个省市�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央媒多次进行报道�

1.2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1.2.1解决教学衔接不够连贯的问题�大中小学思政课学段目标非衔接性递进�

教学内容非序列化进阶�评价标准非协同性设定�

1.2.2 解决保障协同不够高效的问题�大中小学思政课政策支持体系供给效能不

足�数字资源碎片化分布�平台跨学段资源互通共享率低�

1.2.3 解决管理机制不够通畅的问题�大中小学思政课行政管理部门职能条块分

割�校际协作松散�跨区域联动薄弱�难以支持深度协作�



2.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不超过1000字)

2.1践行�和合�之理�构建�三链�衔接的一体化教学体系

2.1.1 目标链进阶设计�践行和合理念�在完善各学段目标体系的基础上�设计

小学-初中�初中-高中�高中-大学相邻学段的目标衔接�形成大中小学全学段目标

进阶�构建和合一体的目标链�



2.1.2 主题链集群生成�依托统编教材�梳理提炼 12个覆盖全学段的教学主题并

进行图谱化构建�开展各学段教学设计的同题异构�教学实施的同课异构与阶梯递进�

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图谱构建�做到和而不同与螺旋上升的有机统一�

2.1.3 评价链动态反馈�开发一体化发展指数技术平台�研制�教师-学校�双维一

体发展指数评价模型�学校模型涵盖 4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教师模型涵盖 6

个一级指标�23个二级指标�

2.2遵循�和合�之道�创建�三融�贯通的一体化保障体系

2.2.1 政策融合�制定市域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实施方案�建设一个中心�

两个联盟�三个体系�四个平台�配套近 20项保障制度�确保落实每年 10项任务清

单�近三年台州市累计下拨 360万专项经费�新疆成立大中小学思政课共同体�累计

投入 100余万专项经费�健全一体化工作机制�

2.2.2 资源融汇�开发思政课一体化教学课件/设计/视频 324套�深化校馆合作�

获批全国馆校合作联盟理事单位�加入全国高校�数字马院��共建共用大陈岛垦荒精

神�兵团精神与和合文化展馆等数字资源�共同用好浙江省�大思政课�实践教学数字

地图�

2.2.3 平台融通�搭建理论研究+集体备课+师资培训+社会实践平台�建成 1个

教育部基地+1个省级智库联盟�建成 4个市级基地+80个联盟学校示范点�实现大中

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实践基地精准落地�

2.3形成�和合�之力�创新�三维�协同的一体化管理机制

2.3.1 高校牵动�发挥高校教科研优势�由大学牵头�依托台州市教育科学研究

院�由教研员直接对接中小学�调动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参与一体化工作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联合开展一体化教科研活动�组织各类教学比赛 20次�申报一体化课题 50项�

2.3.2 团队带动�发挥省级一体化团队示范作用�做好政策解读与方向引领�实

施大学教师�教研员�中小学教师�1+1+N�手拉手结对子工程�建立金字塔型课程团

队�形成以 2个省级金课团队为引领�66个市级示范课团队为骨干�N个县市区级示

范课团队为基础的协作机制�

2.3.3 区域联动��和合思政�理念和实践模式实现区域内外联动�2022年建立

80所大中小学区域内联盟校�2022-2024年从浙江台州-辽宁锦州/新疆阿拉尔的跨

省跨市共建�到浙-辽-疆三省协作�再到浙-疆-辽-青四省联盟构建�



3.成果的创新点(不超过 800字)

3.1用�和合�之理丰富一体化内涵

3.1.1 和合文化赋能�用和合文化的哲学智慧把握育人的本体价值�转化为思想

政治教育的方法论�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为破解一体化难题提供理念支撑�

3.1.2 和合思政强基�和合思政蕴含系统思维理念�以�大思政��大德育�为统领�

将政府�学校�社会等不同主体�以及大中小学不同学段融入有机协同�动态衔接的

区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

3.1.3 和合共生铸魂�聚焦立德树人�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着眼整体效能�

创建各学段�同中求异�的�守渠�模式与�异中求同�的衔接理论�在各种关系的和合生

成中铸魂育人�

3.2以�和合�之道创新一体化实践

3.2.1 构建一体化教师共同体�以高校教授�博士为主体�组织和带动市县两级

教研员�推动�高校教师+教研员+中小学教师�结对共建�资源共享�建立以省级一体

化和合思政示范团队为引领的教师发展共同体�

3.2.2 构建一体化教研评体系�构建一体化目标链进阶体系�创建一体化主题链

教学方案库�研发�教师-学校�一体化发展指数评价模型�实现核心素养培育�价值观

渗透与教育质量动态评价的有机统一�

3.2.3 构建东西部跨区域联盟�集成�东部-西部��南方-北方��发达地区-欠发达

地区�不同区域的大中小学思政课联盟�开展跨省跨跨市区域创新实践�形成既通用普

适又兼顾地方特色的�和合思政�一体化范式�

3.3集�和合�之力优化一体化机制

3.3.1 政府推动�浙江台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将一体化建设纳入地方全局工

作�专门出台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实施方案�激发各方积极性�

3.3.2 多元协同�政府主导�高校牵头�市县两级教研员密切配合�发挥大中小

学思政课教师和学生双主体作用�构建�政府-高校-教研机构-中小学校�四位一体协同

机制�

3.3.3 合力保障�台州市教育局�市委宣传部在确保一体化建设日常工作经费的

同时�近三年下拨专项研究经费 360万�新疆�辽宁等地也投入专项一体化建设资金�

为实现资源配置�组织协调和跟踪调度提供财力保证�



4.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不超过 1000字)

4.1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

近五年�台州学院 6589人次在省级及以上学科竞赛获奖�其中国家级奖 968项�

获得�挑战杯�秦创原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国家级银奖�21名学生获浙江省/长三

角师范生技能大赛一等奖�毕业生就业率稳定在 93%以上�留浙率�留台率分别持续

保持在 80%�30%以上�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初次就业率 95.05%以上�考取教师

编比例 70%以上�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岗位占比 82.07%�三项指标均高于全国师范类

专业平均水平�台州市中小学生获省级以上思政荣誉 550余项�大陈岛垦荒精神一体

化研学 5万人次左右�新疆石河子及阿拉尔�辽宁锦州中小学生分别获市级以上思政

荣誉 103项�202项�

4.2教学科研成果密集产出

近五年�三省四市近 700所大中小学校思政课教师教学能力得到提升�产出 350

余项省级以上奖励�国家级 50余项��420项市级以上课题�国家级 15项�省级

85项��150余篇论文�核心期刊 55篇��10本教材著作�三省四市主办承办全国

全省教研比赛近 30场�成果完成单位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 2023-2025年连续三年组

织全省 11地市 1200余名思政课教师开展一体化研训�征集全省一体化典型案例�优

秀成果 150余项�



4.3推广应用成效不断显现

近五年�接待全国近 100名副厅级及以上领导考察调研�成果完成人在省级及全

国教科研会议上做有关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地方实践探索的报告近 60场�

全国 60余所高校推广应用本成果�与浙-疆-辽-青四省教育部一体化共同体建设牵头

高校共建跨省联盟�与拥有 311个成员的全国馆校合作联盟共建大思政课实践育人基

地�与阿拉尔市教育局和石河子大学联合开发�浙疆特色思政课��打造教育援疆东西

部联盟�教育部思政司网站以�兵团精神课程育人的本土化演进�做专题介绍�获得省

市领导批示 12次�时任浙江省副省长成岳冲认为�台州学院充分利用驻地文化资源�

有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值得学习借鉴��浙江省教育厅厅长陈春雷认为�台州体系化

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浙江省教育厅网站介绍�和合思政��浙-疆-辽-青

四省教育厅局采纳该成果�

4.4社会影响力大幅提升

教育部高校思政课总教指委主任委员杨晓慧对成果评价��台州学院做了很多富

有借鉴意义的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果�可以向更大范围推广���人民日报�报道�打

造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示范�擦亮�和合思政�育人品牌�的典型经验�中央电视

台新闻频道��光明日报�等媒体报道近百次�校地合作连续四年举办和合文化全球

论坛�向全球 30余个国家传播�和合思政�的浙江之音�





二�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一完成人

姓 名
张天华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67年 09月
最 后

学 历
硕士研究生

参 加 工

作 时 间
1987年 08月

高 校

教 龄
30

专业技术

职 称
教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院长

工作单位 台州学院
联 系

电 话
15267695636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思想政治教育教

学研究

电 子

信 箱

Miss.zhangtianhu
a@126.com

通讯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市

府大道 1139号

邮 政

编 码
318000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1.2022年�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双向融合 �431�大学生价值

观培养体系探索与实践�获辽宁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2.2022年��三个课堂�相结合的立体化教学模式在思政课教学中的应用�

获辽宁省教学成果三等奖�

3.2018年�基于就业的大学生专业主修能力培养探索与实践�获辽宁省

教学成果二等奖�主持人�

4.2018年�地方本科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三转四建�模式构建与实践�

获辽宁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5.2009年�高等职业教育工学结合长效机制研究与实践�获辽宁省教学

成果一等奖�主持人�

6.2019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创业教育机理与机制研究�获

辽宁省优秀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成果一等奖�主持人�

7.2016年�工学结合的校企合作探究�获第五届辽宁省政府哲学社会

科学成果三等奖�主持人�

8.2018年�论高校创业教育的系统构建�获第六届辽宁省政府哲学社

会科学成果三等奖�主持人�

9.2021年�高校创业教育系统构建与优化研究�获第七届辽宁省政府

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主持人�

10.2021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创业教育机理与机制研究�

获第八届辽宁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主持人�

11.2020年�获批辽宁省教学名师�

12.2021年�获批辽宁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名师工作室负责人�

13.2009年��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获辽宁省精品课程�2020年�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就业指导�分别获辽宁省一流课程�



主

要

贡

献

�1�全面负责教学成果的培育�规划设计�组织实施�

教学研究�成果产出及应用推广�全程统筹推进和主持跨省

跨校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地方创新实践�具体参加教

学成果的调研�论证�主笔教学成果申报表和总结报告�

�2�作为台州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研究中心首席专

家�组建一体化教授博士研究团队�整体上设计地方创新实

践范式�提出了�三链�衔接的一体化教学体系��三融�贯通

的一体化保障体系��三维�协同的一体化管理机制

�3�近三年�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思政专项�统筹推

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地方创新实践研究��教

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立

项即结项��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校企共建红色文

化资源库赋能大思政课实践教学��浙江省教育厅重大人文社

科公关项目�浙江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及应用�等 7项省部级以上课题�发表核心期刊论文近 20篇�

出版新形态教材 3部�支撑成果的培育�研究和建设�

�4�主办承办全国全省全市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建设教

研学术会议�研究成果获四个省教育厅局相关部门采纳推广�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

会科学报��中国教育报�等权威媒体报道近百次�

�5�在省内外推广应用教学成果�

本 人 签 名

2025年 4月 5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2�完成人
姓 名

朱坚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68.12
最 后

学 历
硕士研究生

参 加 工

作 时 间
1992.8

高 校

教 龄
33

专业技术

职 称
教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台州学院党委书记

工作单位 台州学院
联 系

电 话
19805760906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高校管理与思想

政治教育

电 子

信 箱
sdzj@zjnu.cn

通讯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市

府大道 1139号

邮 政

编 码
318000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1.2014年�获浙江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2.2022年�获浙江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主

要

贡

献

�1�参与整体设计�全面统筹和协调推进教学成果的进展

情况�

�2�发表相关论文�主持相关课题�做相关思政课一体化

辅导报告及指导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3�参与和指导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地方创新实践的政

策制定�相关文件修订工作�

�4�协调省内相关部门和各地教育行政部门推广和介绍教

学成果�

本 人 签 名�

2025年 4月 5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3�完成人
姓 名

卿涛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80年 12月
最 后

学 历
硕士研究生

参 加 工

作 时 间
2003年 7月

高 校

教 龄
22年

专业技术

职 称
副教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石河子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院长

工作单位 石河子大学
联 系

电 话
15299928939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思想政治教育与思政

课程改革

电 子

信 箱

466581123@qq.c
om

通讯地址
新疆石河子市北四路

石河子大学

邮 政

编 码
832003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1.2023年��兵团精神育人课程体系建设�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2.2022年��兵团精神育人课程体系建设�获兵团教学成果一等奖奖�

2.2020年��兵团精神育人-名师思政课导航课�获国家一流课程�

3.2024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英才�教育教学名师�

4.2022年�第十七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国家级三

等奖�指导教师�

主

要

贡

献

�1�参与设计�统筹和协调推进教学成果的进展情况�

�2�发表相关论文�主持相关课题�做相关思政课一体化教

学成果奖培育�

�3�负责教学成果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石河子大学的推广

应用

本 人 签 名�

2025 年 4 月 5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4�完成人

姓 名
王国芳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73年 10月
最 后

学 历
大学本科

参 加 工

作 时 间
1996年 8月

高 校

教 龄

专业技术

职 称

中小学正高级

�二级岗�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工作单位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
联 系

电 话
13967530314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高中思政教研员�思

政课程教学与研究

电 子

信 箱

Wgf1029@163.
com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学院路 35号 1701室

邮 政

编 码
310012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14年�获浙江省特级教师荣誉称号

主

要

贡

献

�1�作为国家社科思政专项�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

治教育一体化地方创新实践�团队主要核心成员�协助策划台

州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理论与实践研究工作�发表一体

化建设研究论文 5篇�撰写一体化建设随笔 5篇�

�2�与台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多次联合举办全省大中

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学术会议并作主旨专家发言�

�3�组织浙江省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研训

活动�组织浙江省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典型案例�

优秀成果征集活动�

�4�2021年以来在浙江�上海�重庆�广东�四川�河

南�黑龙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 8个省份作一体化建设专

题讲座近 30次�其中跨省讲座 15次�面向 23个省份的 3400

余名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宣传和推广成果�为成果在全国中

小学广泛推广发挥重要作用�

本 人 签 名�

2025年 4月 5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5�完成人

姓 名
王在亮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87年 4 月
最 后

学 历
博士研究生

参 加 工

作 时 间
2014年 7 月

高 校

教 龄
12

专业技术

职 称
副教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科办主任

工作单位 台州学院
联 系

电 话
19818239013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思政课教学�

思想政治教育

电 子

信 箱

329083018@qq.

com

通讯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市府

大道 1139号

邮 政

编 码
318000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1.2017年�获山东省第三十一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2.2018年�获山东省第三十二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3.2020年�获山东省学校优秀思政课教师�

4.2022年�获山东省第九届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类�二等奖�

5.2024年�获教育部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主

要

贡

献

�1�参与设计和协调推进教学成果的进展情况�承担大

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评价指数系统建设�

�2�积极参与台州学院组织的全国全省全市大中小学思

政课一体化教学展示�教学比赛和学术会议�

�3�承担国家社科基金 1项�教育部优秀中青年思政课

教师择优资助项目 1项�主编一体化新形态教材 2本�发表

相关一体化教研文章 3篇�获市级以上领导批示 4项�

�4�参与指导学生获得�挑战杯�等比赛国银 1项�省银

2项�指导本科毕业生撰写一体化毕业论文 8篇�

�5�参与本教学成果文本的数据汇总�材料整理等工作�

本 人 签 名�

2025年 4 月 5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6�完成人

姓 名
周良奎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80年 11月
最 后

学 历
博士研究生

参 加 工

作 时 间
2003年 7 月

高 校

教 龄
22

专业技术

职 称 副研究员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发展规划处处长

工作单位 台州学院
联 系

电 话
13968478983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学校发展规划/高等

教育研究

电 子

信 箱

385166176@qq.c
om

通讯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市府大

道 1139号

邮 政

编 码
318000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21年获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主

要

贡

献

�1�参与设计和协调推进教学成果的进展情况�

�2�积极参与台州学院组织的全国全省全市大中小学思政

课一体化教学展示�教学比赛和学术会议�

�3�参与本教学成果文本的数据汇总�材料整理等工作�

本 人 签 名�

2025年 04 月 5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7�完成人

姓 名
季敏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81年 10月
最 后
学 历 大学本科

参 加 工
作 时 间

2002年 8月
高 校
教 龄

专业技术

职 称
高级教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工作单位 台州市第一中学
移 动
电 话

13968697519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台州市高中思想政治

教研员
电 子
信 箱

33369647@qq.co
m

通讯地址
台州市椒江区海门街

道枫云府
邮 政
编 码

318000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1.2017年获浙江省高中思政教学活动评比二等奖�

2.2020年获浙江省高中思政教师综合能力比赛一等奖�

主

要

贡

献

�1�承担台州市高中教研员工作�指导青年教师和中小学

学生参加一体化活动�

�2�协调推进台州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在高中学

段的推进�实施和成效评价�

�3�深度参与台州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课堂教学评

比�示范课展示�集体备课等联合教研活动�参与实施台州市�高

校+教研员+中小学�的结对子活动�

�4�参与地方特色课程一体化资源开发和大思政课实践教

育基地建设�

�5�作为教研员代表参与台州市与新疆阿拉尔市�辽宁锦

州市等地的跨区域合作项目�推动教学资源共享和教研经验输

出�助力�和合思政�品牌从区域走向全国�

本 人 签 名�

2025年 4 月 5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8�完成人 姓
名

林久杏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70年 01 月
最 后
学 历

大学本科

参 加 工
作 时 间

1989年 02月
高 校
教 龄

专业技术

职 称
副教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台州学院附属学

校校长

工作单位 台州学院附属学校
移 动
电 话 18758280168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思政课教育教学�

学校管理
电 子
信 箱

Linjiuxing@163.co
m

通讯地址
台州市椒江区葭芷

街道花径村 3号
邮 政
编 码 317700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14年�获浙江省第六届骨干校长称号

主

要

贡

献

�1�组织青年教师和中小学学生参加一体化活动�积极承

担承办浙江省和台州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研训会议�组织

中小学思政课教师深度参与台州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课程

目标学习研究�学情研究�学习方式差异化研讨�课堂教学评

比�示范课展示�集体备课等联合教研活动�

�2�协调推进台州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在小学�

初中学段的实验�推进�实施和成效评价�

�3�参与地方特色课程一体化资源开发和大思政课实践教

育基地建设�

�4�参与台州市与新疆阿拉尔市�辽宁锦州市等地的跨区

域合作项目�推动教学资源共享和教研经验输出�助力�和合思

政�品牌从区域走向全国�

本 人 签
名�



2025年 4月 5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9�完成人

姓 名
李跃华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79年 12 月

最 后
学 历

博士研究生

参 加 工
作 时 间

2005年 07 月
高 校
教 龄

19

专业技术

职 称
副教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院长

工作单位 台州学院
移 动
电 话

13566437839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思政课教学与研究
电 子
信 箱

lyh@tzc.edu.cn

通讯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

市府大道 1139号

邮 政
编 码

318000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24年 6月�获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

典型案例



主

要

贡

献

�1�组织台州市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培训工作�

�2�积极参与台州学院组织的全国全省全市大中小学思政

课一体化教学展示�教学比赛和学术会议�

�3�全程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师范专业认证工作�负责思想

政治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等专业建设工作�

�4�指导学生获得浙江省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长三角师

范生教学基本功大赛一等奖�

本 人 签 名�

2025年 4 月 5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10�完成人

姓 名
李正军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83年 11月
最 后

学 历
博士研究生

参 加 工

作 时 间
2009年 09月

高 校

教 龄
6

专业技术

职 称
副教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教研室主任

工作单位 台州学院
联 系

电 话
13002415212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思政课专任教师�

高校思政教育

电 子

信 箱

lizhengjun2011@1
26.com

通讯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

市府大道 1139号

邮 政

编 码
318000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1.2011年�获辽宁省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年会优秀成果一等奖�

2.2022年�辽宁第九届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大赛三等奖�

主

要

贡

献

�1�积极承担台州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理论研究和实

践调研工作�

�2�发表相关教研论文 3篇�积极参加各类思政课一体化

教学竞赛�获得市校级一等奖 1项�三等奖 2项�参与思想政

治教育师范专业认证工作�指导本科生撰写一体化论文�

�3�参与本教学成果的网站建设和维护等工作�

本 人 签 名�

2025年 4月 5日













四�推荐和评审意见

推

荐

意

见 推荐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初

评

意

见

2025 年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评审专家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评

审

意

见

2025年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评审委员会主任委

员 签字�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