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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东北全

面振兴。”
——2023近平总书记《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加强边境地区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发展边境旅游等产业，

努力实现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

——2024年近平总书记《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



教育
教育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是实

现乡村人才振兴、助力农业科技发

展的根本保障；

人才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引领

和推动乡村教育和农业科技的发展。

科技
科技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

为乡村教育和乡村人才队伍

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乡村振兴
发展基础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

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要

“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优化

区域教育资源配置”。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1958-1964
东北农学院嫩江分院

1964-1965
北安师范专科学校

1965-1970
宁安师范专科学校

 

 

1970-至今
牡丹江师范学院



“大荒地”时期师生劳动场面 宁安师范专科休息时期师生劳动场面 宁安师范专科学校半耕半读

新校舍奠基典礼 牡丹江师范学院搬迁首发车队 牡丹江师范学院搬迁典礼



教师教育实训大楼



硕士学位授权点

16个
一级学科10个

在校本科生
17300余人

10个学科门类

二级学科40个

6个专硕类别 21个领域

本科专业

58个
师范类18个

非师范类40个

在校研究生
1700余人



2001年 通过“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

优秀通过“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

2017年 完成“本科教学审核评估”

2008年

2023年 完成“新一轮教育教学审核评估
（黑龙江省试点高校）”







成立黑龙江省乡村教师教育发展学院





 一、“双挂双能”

乡村教育存在的问题
（1）教师队伍结构不合理

整体年龄结构偏大，多所学校教师平均年龄在45-50岁；

学科分布不均衡，音体美、心理等学科师资严重不足；

女教师偏多，部分学校男教师比例仅为10%左右；

（2）教研深度不足

对课程标准认识不足

缺少有质量的教研活动

掌握新技术手段能力较弱

（3）校园文化建设薄弱

缺乏有特色的校园文化主题

对地方特色文化挖掘不够

（4）弱势群体学生关注不够

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儿童、残障儿童、问题儿童较多



 一、“双挂双能”

——《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
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

聘请企业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和高技
能人才作为专业建设带头人、担任专兼职教师。
有计划地选送教师到企业接受培训、挂职工作和
实践锻炼。





 一、“双挂双能”

《黑龙江省高校服务龙江振兴行动方案》

《牡丹江师范学院教育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科建设“十四五”规划》



 一、“双挂双能”



 一、“双挂双能”

选派29名研究生导师前往乡村学校、企业挂职

聘请14名乡村学校校长、企业负责人任学校专业
硕士研究生校外兼职导师

服务哈尔滨市、牡丹江市周边5个县市，20所乡

村学校和3家乡村文旅企业。

学校召开硕士研究生导师“双挂双能”工作会议

2023年第一批，13所学校         海林市

                                9名硕士研究生校外导师

2024年第二批，16所学校，1市5县
                                5名硕士研究生校外导师



 一、“双挂双能”

（一）项目实施内容

组织研究生导师前往中小学、企事业单位挂职锻炼，深化高校、地方政府和乡村中小学间的沟通合作、
协同创新，全面了解乡村所需、所求，真正解决乡村问，助力乡村振兴和乡村教育改革发展；聘请基
础教育名师为我校教育硕士校外导师，通过双向挂职，加强我校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提高导师的教
学能力和实践能力。

1.实施目标

一份挂职日志
一项教研项目
一项校园文化建设
帮扶一位留守儿童
一份教学案例
一份调研报告

“六个一”

3.项目支持

2.工作任务

2万元经费

每周到挂职学校不少于2天



 一、“双挂双能”

（二）项目实施

1.教师联合开展教科研活动



 一、“双挂双能”

1.教师联合开展教科研活动

（二）项目实施



 一、“双挂双能”

2.校园文化建设



 一、“双挂双能”

3.组织研学活动

（二）项目实施



 一、“双挂双能”

3.组织研学活动

（二）项目实施



 一、“双挂双能”

4.关爱儿童心理健康

（二）项目实施成效



 一、“双挂双能”

（二）项目实施

4.关爱儿童心理健康



 一、“双挂双能”

（三）中期检查



 一、“双挂双能”

 

（三）中期检查



 一、“双挂双能”

（四）项目实施成效

研究生导师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出版教材、专著10部、

完成调研报告30余份、

开展教科研项目50余项目、

申报省级教学成果奖3项；

合作完成教学案例30余项，

案例入选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案例库案例1项、立项建设案例1项。



 一、“双挂双能”

（四）项目实施成效



 一、“双挂双能”

（四）项目实施成效

中俄乡村教育研究合作项目签约仪式



 一、“双挂双
能”

（四）项目实施成效

4门师范教育实操双语智慧课程

AI智课推广使用



 一、“双挂双能”

序号 专业名称 性质 师范/非师

1 汉语言文学 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师范

2 英语 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师范

3 数学与应用数学 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师范

4 小学教育 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师范

国家级一流专业

序号 专业名称 性质 师范/非师

1 思想政治教育 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师范

2 体育教育 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师范

3 物理学 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师范

4 化学 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师范

5 生物科学 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师范

6 学前教育 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师范

7 心理学 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师范

8 音乐学 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师范

省级一流专业

（四）项目实施成效



 一、“双挂双
能”

（四）项目实施成效

新华网

新华每日电讯

光明网

新浪网

搜狐网

网易

极光新闻



 一、“双挂双能”

（四）项目实施成效



 一、“双挂双能”



 一、“双挂双能”

1.校地合作双向挂职，增进沟通推动交流

（五）经验与反思



 一、“双挂双能”

2.依托项目双向赋能，实现共赢多方受益

（五）经验与反思



 一、“双挂双能”

3.加强学科专业建设，提升社会服务能力

（五）经验与反思

依托学科资源优势，助力乡村振兴国家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是学科建设的重要目标。结合乡

村教育学和地方语言文学两个省“双一流”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和师范专业三级认证工作实际，将学科

建设与服务社会相结合，在服务社会过程中，提升导师教学能力和实践能力、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

设水平，提高专业硕士研究生人才培养质量。



 一、“双挂双能”

4.加强实践基地建设，推进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

（五）经验与反思



 一、“双挂双能”

 

旅游管理
硕士

教育
硕士 +

挂职导师范围

哈尔滨

绥芬河

林口

穆棱

宁安

 海林



 一、“双挂双
能”

16人13人 增加至

挂职导师人数

七个一”工作任务

一份挂职日志
一项教研项目
一项校园文化建设
一位留守儿童
一份教学案例
一份调研报告
一场人工智能讲座



 一、“双挂双能”

进一步扩大服务区域范围，拓展至牡丹江市所有下辖市县，并逐步延伸至黑龙江省东南部地区乃至黑龙江省全域。

1.扎根龙江大地，扩大服务广度

将“双挂双能”参与导师范围由教育硕士、旅游管理硕士，进一步拓展至翻译硕士和音乐硕士、设计硕士，
最终实现所有专硕领域全覆盖。

2.落实分类培养，拓展服务宽度

建好建强26个研究生教育实践基地，将基地打造为专业硕士培养的根据地。同时，将“双挂双能”项目与14
个黑龙江省研究生产教融合工作站、2个科技小院集群和13个科技小院建设相结合，发挥各类基地协同效应，
深入服务乡村教育发展、乡村产业振兴。

3.依托基地建设，强化服务深度

将“双挂双能”项目与省“双一流”学科建设、国际虚拟教研室建设、“智课出海”等工作相结合，推进
乡村教育研究国际化水平，提升学校服务乡村振兴的层次和水平，实施边境地区乡村教育调研，形成高水
平调研报告，培育标志性成果，更好服务乡村振兴国家战略。

4.结合重大项目，提升服务高度

（六）工作展望





 二、三下乡和顶岗支教

参与的本硕学生3000余人，

受益乡村教师2000余人次，

为农村儿童提供学习和心理咨询服务，

受益乡村学生达20000余人。



 二、三下乡和顶岗支教

“教心育才”家教志愿团队

为乡村学校留守儿童提供服务10余年，
累计受援3653人，
参与志愿者959人

“云端守望者”团队

智慧教育筑梦，搭建了首
家为公益教育机构提供优
质教育资源智慧化整合匹
配赋能服务平台。

向全国300多所中小学校输
送超过2000位老师，累计
授课超过15000节，受益学
生超过20000人次。



 二、三下乡和顶岗支教



 二、三下乡和顶岗支教

志愿者与对接学生共开展提交快乐阅读805次、健康运动打卡1256次、红色寻访484次、

特色云课堂904次，特色项目199次。



 二、三下乡和顶岗支教

全国样板党支部2个，省级样板支部1个，省级党建示范点1个，省级党建品牌1个，省级高校基层党建创新案例2个。



 二、三下乡和顶岗支教

2名辅导员获评“龙江最美辅导员”和提名奖

4名辅导员获评黑龙江省辅导员年度人物

6名辅导员获评黑龙江省辅导员年度人物提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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