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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委教思〔2019〕230号 

 

 

三明市教育局关于成立 
三明市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一体化建设协同中心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各大中专院校、市直属学校（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关

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关于

加强新时代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新时

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精

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筹全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



- 2 - 
 

设，推动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结合三明

教育实际，经研究决定成立“三明市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一体化

建设协同中心”（以下简称“协同中心”）。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协同中心的作用 

成立“协同中心”，是我市在新时代加强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建设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全市大中小学统一思想认识，坚持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有利于充分调动全市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的积极性、主

动性和创造性，引导思政课教师不断提升思想政治修养和专业理

论素质，提高教育教学综合能力；有利于大中小学整合教育教学

优质资源，探索思政课改革创新的有效路径和育人方法，打造思

政课精品课程，培养思政课教学名师；有利于推动思政课程和课

程思政的有机融合，构建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新

模式，把青少年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 

二、协同中心的任务 

“协同中心”将协助三明市教育局开展丰富多彩的教学科研

活动，整合全市思政课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加强组织管理、团队

建设、人才培养、教学科研、资源共享等五个方面的协同，推进

三明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助力全市大中小学思政课教

师理直气壮讲好思政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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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展课程体系建设研究，促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 

1.开展课程育人目标衔接研究。立德树人，是思政课的核心

功能，大中小学每个学段思政课的育人目标，既具阶段性特征，

也具整体性设计。每学年举办一次大中小学思政课育人目标的研

讨活动，明确各学段思政课育人目标的任务与要求，并与时俱进

地将立德树人，融入不同学段的育人目标要求之中，实现大中小

学思政课程育人目标的一体化。 

2.开展课程教学的衔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对思政课教学提出了“八个统一”的要求，

要根据“八个统一”，做好全市思政教育的整体设计，实现课程

教学的一体化。（1）创新集体备课机制。实施大中小学“手拉手”

备课机制，定期组织开展“同上一堂课”的集体备课活动，深入

开展各学段思政课教学内容相衔接与课程体系优化研究，提升思

政课教师一体化教学水平。推动全市大中小学各学科教师深入研

究、挖掘各学科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因素，形成各门课程

同向同行的育人目标。（2）开展教学观摩活动。每学期以优质课、

示范课、研究课等形式组织开展一次思政课现场教学观摩活动。

共同探讨思政课教学落实课程目标的优化设计策略，促进大中小

学思政课更具衔接性、系统性、科学性的“循序渐进、螺旋上升”，

增强思政课教师教好思政课的信心，整体提升全市思政课教师的

教育教学水平。 

（二）开展思政课建设项目研究，构建三明特色育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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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促进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不定期举办“大中小学思政课一

体化建设”论坛，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方法、措施，探讨优化教学内容、教

学方法、教学环境、评价方式等路径、办法，增强思政课的思想

性、理论性针对性和亲和力。用 2-3 年时间培育一批重点研究项

目、特别关注项目和校本研究项目，推动构建具有三明标准、八

闽特色的大中小一体化德育体系。 

2.挖掘地方特色，提升育人实效。依托三明地方文化资源，

开展三明红色文化和地方传统文化（闽学文化、客家文化等）研

究，探索新时代青少年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思想政治教育新模

式，推动全市大中小学大力传承三明红色文化基因和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培育时代新人。 

（三）开展资源共享机制研究，实现资源运用效率的最大化 

1.建立教学资源共享机制。以立德树人为目标，构建核心理

念一致、主题思想统一、内容方法有梯度、资源共建共享、主体

互动融合的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体系。以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为目

标，收集、整理有利于加强思政课教学的优质教学资源，建立优

质教学资源库，实现全市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资源共享。 

2.优化思政课育人格局。广纳社会资源，充分利用区域教育

特色资源，推动形成学校、家庭、社会全方位、立体化、合作开

放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网络，为思政课立德树人营造良好的社会

环境，构建起全社会协同育人的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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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开展打造“六要”思政课教师研究，提升专业化水平。 

1.发挥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辐射作用。依托三明学院马克思

主义学院，每年举办一期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培训班或实践研修

班，帮助思政课教师全面理解和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增进对世情国情党情的认识，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的

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2.发挥名师工作室的引领示范作用。加强与全市思政课名师

工作室领衔人及其成员的联系，共同开展教学研究、课题研究和

专项研究，助力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建设，助力各学段名师及其成

员在思政课教学质量提升、引领示范和辐射带动方面的作用。 

3.建立思政课教师社会实践研修机制。每学年组织一次思政

课教师的实践教育活动，引导教师深入实际了解国情、乡情，牢

固树立“四个自信”，提升理论联系实际的水平，真正成为“政

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

的思政课教师。 

三、协同中心的机构 

三明市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一体化建设协同中心，由大学、

中学、小学思政课教师、教研员、教育主管部门相关科室负责人

组成。依托三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开展大中小学思政课

一体化教育教学教研相关活动，协助完成教育主管部门交办的工

作。同时，完善协同中心的制度建设，积极策划相关主题活动，

为思政理论课教师队伍成长发展搭建平台、创造条件，推动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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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建设内涵式发展，全面提升学生思想政治理论素养，实现知、

情、意、行的统一。 

 

附件：三明市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一体化建设协同中心人员

名单                               

 

 

                              三明市教育局 

                           2019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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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三明市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一体化建设 
协同中心人员名单 

 

主  任 ：谢 群   三明市教育局  四级调研员 

常务副主任：邹晓芟  三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教授 

副 主 任：魏秀兰  三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陈成吨  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教授 

张盛文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教授 

王毕珍  三明教育学院  正高级教师 

杨艳萍  三明市教育局  四级主任科员 

成  员：钟卫华  三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授 

            欧阳秀敏  三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讲师 

            余佳樱  三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讲师 

            唐琍琍  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讲师 

            郑秋鸾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讲师 

       李  枫  三明教育学院  高级教师 

       林  茜  三明教育学院  高级教师 

郑宜武  三明第一中学  高级教师 

            余绍会  泰宁县第一中学  高级教师 

            周  曦  三明市第二中学  一级教师 

            吴学娟  永安市第一中学  一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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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兴明  梅列区教师进修学校  高级教师 

            李慧敏  三元区教师进修学校  高级教师 

            邱兰英  三明市列东中学  一级教师 

            苏元平  尤溪县第一中学文公分校  高级教师 

            聂碧园  永安市巴溪湾小学   一级教师 

            廖长安  将乐县水南学校    一级教师 

            范晓娟  梅列区东新小学  一级教师 

张捷树  三明工贸学校  高级讲师 

秘书长：魏秀兰（兼） 

副秘书长：钟卫华 李枫 郑宜武 李慧敏 范晓娟 张捷树  

         

 

 

 

 

 

 

 

 

 

 

 

  三明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9年 12月 3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