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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高校《德学教育》课程的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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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学习成果为出发点与归宿是成果导向教育模式的内涵。以系统科学思维推进课程思政，

倡导胜己思维、创新思维、批判思维、互动探究和自主学习，让师生面向未来构建“高效优质人生智慧

库”，促进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与能力融合。对照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的“两性一度”要求，

德学课建设要注重三全育人、全面发展，又体现自主探究、个性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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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应用型高校学生文化基础较差、缺乏文化

底蕴、动力能力较差、身体素质不高、社会经验不

足等特点，通过特色校园文化打造和德学课程改革

驱动，凝心聚力使学生自身的缺陷逐一解决，做到

了较强的针对性。为落实以学生为中心、成果导向

的教育理念，广州工商学院推进过程性评价、持续

改进的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构建德学课程教学质量

保障体系，将“德学·五进”文化理念内化为全校

师生的共同价值追求和自觉行为。践行“以德为行，

以学为上”教育理念和“德学 • 五进”思政育人体

系得到师生的普遍认可和大力实行。

一、教科研项目驱动课程改革创新

以“德学”“五进”为研究对象，成功获批部、省、

市级立项课题 16 项。依托于国家社科基金思政课

专项、广东省教科十二五规划德育专项、广东省教

育教学改革项目、教育部“北创助教”产学研项目、

广东省科技特派员项目等课题支撑，以教科研项目

驱动课程改革创新，系统地阐述了“德学”“五进”

的内涵，深入了理论研究，总结了实践经验，对学

风传承和人才培养具有深远意义。2019 年“德学·

五进”辅导员工作室入选“广东高校骨干辅导员工

作室”（培育）项目，2020 年已验收合格。阶段性

成果在《中国教育报》《人民公开课》《南方教育

评论》《高校共青团研究》等发表，获广东省辅导

员工作优秀成果一等奖、广东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

作优秀论文一等奖等。《广州工商学院发挥培养人

才的“孵化器”作用》入选教育部《中国企业职工

教育培训发展报告》。《中国教育报》以《扬“德学”

筑立德之基促“五进”建树人平台》为题整版报道

了学校“德学五进”的校园文化特色和课程改革成

效。如在《创新创业项目实践》课程中，注重德学

在课程中改革，提出“创业先创德、守业先守德、

立业先立德”，把胸怀大志、热爱祖国、刻苦钻研、

精益求精等创新创业精神和守法经营，为社会创造

价值，共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奋斗的理念融

入到课程教学过程中。

二、课程建设助推内涵建设新成果

“德学”教育、“五进”活动成为学风传承的

特色品牌。2020 年 10 月，彰显立德树人、课程思

政的校本特色《广州工商学院：“德学教育”课》，

作为应用型课程改革优秀案例（全国 16 项之一）

在第七届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作了展示交

流。项目系列成果获 2016 年度广东高校校园文化

成果一等奖、2017 年全国民办高校学生工作创新成

果特等奖、2017 年广东易班设计作品一等奖、2020

年广东省辅导员工作优秀成果一等奖、2020 年广东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优秀论文一等奖。2019 年广州工

商学院“德学·五进”辅导员工作室获广东省高校

骨干辅导员工作室培育项目立项等。学校六次荣获

省教育厅“立志、修身、博学、报国”主题系列活

动优秀组织奖，获奖在同类院校名列前茅。《基于“五

进”的应用型高校德学教育体系构建》《构建立体

化、大思政的“德学·五进”教育体系》于 2018 年、

2019 年分别获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核心素养优秀成

果一等奖。学生处白璐老师被应用型课程联盟评为

2020 年度课程改革优秀教师奖。学校获广东高校网

络媒体展示节优秀组织奖，获教育部易班中心评选

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线上主题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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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优秀组织奖。王伟江、会计学院郑筱甜老师分获

教育部规划建设中心主办的第十期、第十二期全国

应用型课程建设大课堂“第二课堂”说课三等奖（备

注：一等奖空缺）。黄鹏、耿晓雯《疫情之下的就

业竞争力：德学五进》获广东高校第一届新生入学

教育微课评选二等奖。学校易班在双指数排名中位

列全省第 2 名（150 所高校）、全国第 14 名（2700 

所高校），150 多篇校内新闻登上教育部易班头条，

2018 年获“十佳易班工作站站长”称号（全省民办

高校唯一）人才培养成效显著，毕业生深受社会欢

迎。近三年，学生获市厅级以上奖项 1008 项（全

国一等奖 42 项，省级一等奖 95 项）；11961 名学

生递交入党申请书，1000 多名毕业生到边疆、乡村

工作；学生发表论文及作品 1186 篇，各类课程合

格率达 95% 以上，学士学位授予率达 97% 以上。

三、广大学生综合素质大幅提升

OBE 强调能力本位，学校希望引导学生养成适

应未来生活的能力。成果导向教育中的“成果”，

不是传统教育中学生获得的分数，而是指学生在学

习结束后获得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等方面的成长。

学校大力推进了“德学”教育和“五进”实践活动，

构建了“三全育人”教育体系，形成了基于“德

学”“五进”的常态化模式，学生综合素质大幅度

提升，在国赛、省赛与评比活动中获奖累累。张森、

杜贤威同学分别荣获“全国优秀共青团员”、“中

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殊荣；朱小炼、谭柳怡同学接

连入选广东省“助梦扬帆”海外研学计划，被选送

到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研修交流。近年来，学院

师生代表获市厅级以上奖项 1008 项，其中，集体

获全国比赛组织项目奖 18 项，个人获全国比赛金

奖或一等奖 42 项，获“挑战杯”创业大赛省级金

奖或一等奖 95 项。师生在全国和省市获奖累累，

社会反响热烈。获奖本身只是一个外在的表现，德

学课更重要的希望让学生获得探求知识的技能和精

神愉悦，体现到幸福的内涵，拥有幸福的能力。

四、开发建设“1133”八大思政育人平台

围绕“德学 • 五进”思政育人体系的全面实施，

以“德学”教育为主导，以“五进”实践活动为主线，

搭建了“1133”八大思政育人平台，实现思想政治

教育全覆盖。一所“新时代党员讲习所”，融“学

习、讲习、传习”为一体；一中心“德学教育中心”，

作为校级教研机构推进德学教育课程和第二课堂说

课开展；三厅馆“德学成果展厅、广东经济管理名

专家展馆、校史馆”，通过展馆文化熏陶润物无声、

德育无痕；三工作室：“全国思政课教学能手”张

辉名师工作室、省级“德学 • 五进”网络文化示范

工作室（易班）、省级“德学 • 五进”骨干辅导员

工作室，将思想政治教育立体、可视和网络化。依

托各育人平台，形成党建思政引领、课程育人渗透、

展馆成果熏陶、校园文化浸润、网络平台助推的思

政育人新格局，资源向全校师生开放共享。

五、第三方机构、社会各界评价高

OBE 吸收不同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反馈，构建多

维协商与评价机制，建立从生源质量、过程质量和

结构质量的全面质量监测。德学教育课在学校实施

5 年，在全校 26 个专业应用、惠及学生 4 万余人。

学校定期举办“德学·五进”座谈会、研讨交流会，

通过院系与职能部门师生代表的智慧碰撞，及时了

解来自学生、辅导员、教师、校友、用人单位和社

会各界等多方面对人才培养的评价和建议。以项目

驱动促进中宣部“学习强国”与教育部“易班平台”、

团中央“到梦空间”在学校使用的共建共享，得到

教育部和广东省思政教指委专家的高度评价。已接

待了教育部评估专家组、教育部思政教指委专家组、

全国民办高校学生工作高峰论坛嘉宾、广东省党建

督查专家组等考察指导和 300 多所高校领导、同行

来访参观交流，得到充分肯定和广泛好评。根据第

三方评价机构麦可思的调查，2019-2020 学年全校

学生对“德学五进”特色校园文化的总体满意度

达 98.95%，对学生工作的整体满意度达 99.28%。

大一至大四学生总体德育提升明显的比例超过为

94.5%，高于同类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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