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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简介

2018 年 5 月，省委教育工委发出《中共福建省委教育工

委关于在全省高校建设第二批马克思主义理论读书社的通

知》（闽委教综〔2018〕5 号），“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扎实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综合改革创新，积极构建与课堂教学相互促进的思想政治

理论课第二课堂教学体系，经研究，决定在我省高校中建设

第二批马克思主义理论读书社，重点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读书社建设，着力培养造就一批用马克思

主义理论武装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引导当代青年大学生成

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2018 年 8 月，根据《中共福建省委教育工委关于公布福建省

高校第二批马克思主义理论读书社名单的通知》（闽委教综

〔2018〕6 号），闽北职业技术学院成立“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读书社（以下简称读书社），由思政

部教师担任指导老师，指导读书社的思政课第二课堂教学，

社团管理由学院团委管理。



读书社成立后，思政部通过学思用融合，知信行贯通，

创新思政课第二课堂教学内容载体，认真抓好思政课第二课

堂教学。经过将近四年的建设，以读书社建设为平台，形成

了“学思用，知信行”融合贯通，推进思政课第二课堂教学

的创新与实践，实现了思政课改革创新的机制创优。4 年来，

参与本成果指导教师共主持省级教研项目 3 项，校级教科研

项目 3 项，获得校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1 人先后获得校

级优秀教育工作者、校级优秀共产党员，4 人获得校级教师

教学能力比赛三等奖；4 年来，思政部指导读书社开展了丰

富多彩的思政课第二课堂教学活动，读书社学生加深了对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理

解，90%以上读书社学生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有 41 人被发展

为中共预备党员，培养造就了一批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引导当代青年大学生成长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二、成果主要解决的问题及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第一，学思用融合。

学，即通过读原著、学原文，解决读书社学生对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不全

面不系统的问题。思政部组织读书社学生阅读了《摆脱贫困》、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



《习近平在福建》采访实录等原著，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会上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会上的讲话、党的十九届四中、

五中全会公报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

历史经验的决议》等原文，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解决了读书社学生对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不

全面不系统的问题。

思，即通过撰写学习体会，开座谈会、研讨会交流，解

决学生学习主动性不足，师生互动性不够的问题。在阅读原

著、学习原文、观看红色影片之后，读书社学生将所看、所

学、所想写成学习体会，并在座谈会、研讨会上交流。例如，

读书社学生在阅读《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在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会上的讲话原文，在

观看红色影片《长征大会师》之后，都撰写了一篇学习体会。

在此基础上，教师组织召开座谈会和研讨会，学生们分别发

表自己的感想和体会。最后，教师予以点评。学生学习主动

性不足，师生互动性不够的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

用，即通过参加朗诵比赛、讲故事比赛、知识竞赛，解

决理论难以联系实际的问题。思政部举办了纪念“一二?九

运动”85 周年朗诵比赛、“分享红色故事?弘扬中华精神”



讲故事比赛、学习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知识竞赛、

“学党史 知党情 跟党走”知识竞赛等活动，读书社学生

将学到的课本知识和理论应用于各种比赛中，既加深了对知

识和理论的理解，又锻炼了语言表达能力、临场应变能力。

理论难以联系实际的问题得到较好解决。

第二，知信行贯通。

知即明白道理，通过读书自学、课堂讲授讲清理论，解

决“知其然不知所以然”的问题。思政部组织学生自学习近

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选修了《中国共产党简史》、《新

中国史》、《改革开放简史》《社会主义发展史》；邀请省

委党校林建华教授开《学习习近平青少年时代的奋斗历程，

走好人生之路》讲座，思政部朱正南老师开设了《艰苦奋斗，

积极开创美好未来》讲座，黄林妹老师开设了《党的百年奋

斗历程——纪念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讲座，虞惠明老师开

设了《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讲座，邱海松老师

开设了《全面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讲座。通过以

上学习，读书社学生深刻认识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理，解决了“知其然不知所以

然”的问题。

信，即理想信念。通过理论学习，解决理想信念的精神

之“钙”问题。思政部不仅通过学生读原著、学原文、学党



史、听讲座等形式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而且组织学生观看《长

征大会师》、《周恩来回延安》、《建党伟业》《建军大业》

等红色影片。在观看影片过程中，学生们被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革命烈士、红军战士的革命理想高于天，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精神所

感染，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深刻道理，坚定了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理想信念，解决理想信念的精神之“钙”

问题。

行，即实践行动，通过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参加社

会实践活动，开展有声书传播党史，积极参加创新创业大赛，

投身乡村振兴，以“艺”抗疫，实践育人，学习“郑成功文

化”，提升爱国主义情怀，自觉将思想转化为实际行动，解

决理想信念和实践行动合一的问题。一是红色基因在传承。

思政部组织开展了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社会实践活动、开

展了“红色闽北”主题教育活动、开展“不忘先烈，铭记历

史”主题师生社会实践活动、开展了“探寻红色记忆，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社会实践活动、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党史

学习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了参观闽北革命史和古代史展览活

动、开展了革命文化和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暨党史学习教育实

践活动，参加学生数 2000 余人次，学生们表示要向革命先

烈们学习，把红色基因传承好，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二是红



色血脉在赓续。全国首个喜马拉雅产业学院在学院成立，通

过教育培养引导学生在互联网开展多期《用声音传递力量

党史上的今天我来说》和《青“听”团史 诵读红色经典》

系列活动，用有声书传播了闽北老区的革命故事、廖俊波故

事和党史重大事件等，先后录制和发布了 40 余条声音，收

听 10000 余人次，引导青年学生坚定听党话、跟党走，激励

青年前仆后继、砥砺奋进、勇当先锋，用青春和热血书写了

壮丽的篇章。三是乡村振兴在行动。开展“三下乡”社会实

践活动，定期开展推广普通话，服务 3000 余人次，把所学

专业更好地融入社会，开展与延平区夏道镇中心小学、夏道

镇中心幼儿园的校际合作，派出学生 30 余人采取“点对点”

精确帮扶农村困难学生方式，累计帮助学生 30 余人，学生

成绩平均提高近 20%，赢得了学生家长高度赞许，服务了地

方社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建设。四是抗疫精神在育人。在

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疫”面前，“伟大抗疫精神”

是一部鲜活的实践教材。读书社学生在防疫期间，始终没有

停止寻找美、感悟美、表达美，积极创作抗疫艺术作品，以

“艺”抗疫，先后开展了画·描绘抗疫力量、刀·刻画抗疫

大爱和墨·抒发抗疫情怀等 4 场活动，100 余人参加创作，

4000 余人参观浏览了作品，不断凝聚正能量，用作品传递向

上向善的价值观和勇于担当的时代情怀。五是劳动实践在育

人。学院在校内设置劳动教育实践基地，以“四个一”劳动



教育实践活动为主题，即用好一堂课，研学一技能，深耕一

方田，厚植一株苗。读书社成员积极参与，认真实践，树立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

用心用情诠释着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

的劳动精神。

第三，创新思政课第二课堂教学内容载体。

思政课第二课堂学习不仅包括传统的个人自学和课堂

教学，而且包括了座谈会、研讨会、朗诵比赛、讲故事比赛、

知识竞赛、论文征文、观看红色影片、外出参观、社会实践

等多种形式，读书社学生在听、说、读、写、做中学，不断

增强思政课学习的吸引力、感染力、亲和力、针对性和实效

性，解决了思政课针对性不强、实效性不强、学生课堂参与

率低的问题。

例如，思政部在 2021 年 12 月 16 日，开展了“分享红

色故事·弘扬中华精神”为主题的讲故事比赛。在这次比赛

中，19 名读书社选手参与了讲故事比赛。选手们精选了一些

革命先辈和革命烈士的党史故事，通过娓娓动听的语言，再

现了当年那些革命先辈和革命烈士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解放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壮烈牺牲的



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使在场的师生观众深受感染。参赛的选

手不仅本身接受了教育，还锻炼了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

三、成果的创新点

第一，教学理念创新。本成果将“三全育人”贯穿于读

书社建设。学院党委直接领导，党委副书记分管，学院各部

门齐抓共管读书社建设的领导体制和机制，体现了全员育人；

读书社成员从一年级入学申请加入读书社，一直到大学毕业

都参加读书社活动，体现了全程育人；读书社成员通过专题

讲座、座谈会、研讨会、朗诵比赛、知识竞赛、论文征文、

讲故事比赛、观看红色影片、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社会

实践等形式，开展了各类活动，体现了全方位育人。

第二，教学手段创新。本成果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

段加强读书社建设。首先积极运用“云班课”平台管理读书

社学习和各项活动。通过云班课推送和查看学习资料、上交

学习体会、各项活动签到、知识竞赛、考试等等，使学习和

管理扩展到课内课外、线上线下。其次通过 QQ、微信加强师

生之间、生生之间的联系和沟通，便于学习和管理信息的交

流。最后通过互联网观看各种爱国主义教育影片和电子书籍，

扩充了信息量。



第三，教学方式创新。融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于一体，

实现了知行合一。读书社不仅开展了读书、专题讲座、座谈

会、观看红色影片等多种形式的理论教学，而且开展了朗诵

比赛、讲故事比赛、知识竞赛、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社

会实践等多种形式的实践教学。读书社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

的同时，也将理论知识充分运用于各类实践活动，做到了知

行合一。

四、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第一，“三全育人”在读书社建设中取得初步成效。学

院党委直接领导，党委副书记分管，学院各部门齐抓共管读

书社建设的领导体制和机制已经形成，实现了全员育人；读

书社成员大学三年学习期间，一直到毕业都参加读书社活动，

实现了全程育人；读书社开展了读书、专题讲座、知识竞赛、

征文赛、讲故事比赛、观看红色影片、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社会实践等丰富多彩的各类活动，实现了全方位育人。

第二，极大发挥了读书社学生学习思政课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成果实践证明，读书社学生在查阅资料、撰写心得体

会、参加朗诵比赛、讲故事比赛、知识竞赛、参观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参加社会实践调研等学习过程中，既提升了自己

的学习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组织能力、交际能力，又深入

学习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增强



自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的认同。4 年来，共有读书社学生 284 人，90%以上读书社学

生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其中就有 41 人被发展为中共预备党

员，占社员总数的比例数 14.44%,远高于学院被发展为预备

党员总数 272 人与学生总数 11211 人的比例数 2.43%。培养

造就了一批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第三，大大增强了指导教师进行教学改革创新的信心和

能力。成果实践证明，该项教改不仅增强了思政课的吸引力、

感染力、亲和力、针对性和实效性，提高了第二课堂教学的

抬头率、出勤率，读书社学生参与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完

成率高达 100%，极大增强了指导教师积极进行教学改革创新

的信心。同时，思政教师也取得了较好的教研科研成果。4

年来，本成果指导教师主持了省级教研项目 3 项，校级教科

研项目 3 项，获得校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2 项，1 人先后获得

校级优秀教育工作者、校级优秀共产党员，4 人获得校级教

师教学能力比赛三等奖，发表了相关教研科研论文 3 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