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段春杨老师事迹材料

段春杨同志于 2006 年来我校工作，17 年来一直勤勤恳

恳，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并不断寻求创新和突破，严格履行

职责，在政治思想、作风建设、工作实绩和业务能力上都取

得了一定的进步，先后在辅导员岗位和教学一线作出了突出

的成绩。

一、思想政治方面

该同志爱岗敬业，注重加强理论学习，努力提高个人修

养，思想上从不懈怠，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忠诚于党的教育

事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努力

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和政策水平。服从学校的工作安排，办

事认真负责，把自己的精力、能力全部用于学校的教育教学

当中，并且勇于解剖自己，分析自己，正视自己。该同志在

工作中严格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尊敬领导、团结同事，

对人真诚、热爱学生、人际关系和谐融洽，处处以一名人民



教师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言行，毫不松懈地培养自己的综合

素质和能力。作为一名党员，该同志积极配合学院党委、教

工党支部安排的各项工作，始终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为自己光荣的使命，处处以身作则，时时刻刻谨记

自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有着坚定的理想和信念，并在

实践中努力落实，无论在同事中间，还是在学生面前，都努

力按照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自己的

实际行动影响身边的同事、学生，在诸多方面起到了模范带

头作用，如积极参加学院教工党支部组织的为考研学生提供

指导的志愿活动——模拟考研复试等工作。

二、辅导员工作方面

在 2006——2011 五年的辅导员工作期间，负责多个年

级的班级日常管理，并且承担团总支的部分工作。在团总支

的工作中，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学校举办的各项活动，如在

2007 年学校升级本科院校期间，选拔和组织 100 多名学生参

加学校团委举办的“中华经典诵读”活动，获得一等奖，受

到学校领导和评审专家的一致好评。该同志以优秀的工作业

绩，于 2008 年获得共青团济宁市委授予的“济宁市优秀共

青团干部”荣誉称号。在日常的学生管理工作中，踏踏实实，

兢兢业业，积极配合学校和学院组织安排的各项工作，在每

周的团日活动、班会交流中与学生拉近距离，针对学生的个

性特征和心理特征，经常深入宿舍与学生交流谈心，既做好

了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同时建立了深厚的师生友谊。与毕

业的学生保持密切联系，为毕业生反哺校园作了大量的工



作，如在 2021 年，邀请中文系 2008 届毕业生、现为济南高

新区凤凰路小学副校长李妍，为师范生开展主题为“师范生

专业成长”的讲座，让学生收获良多。该同志还积极为毕业

生就业工作献计献策，推动优秀毕业生所在单位来我校用人

招聘，2021 年 6 月，联系身为山东中建八局一公司副总经理

的中文系 2008 届毕业生张亚男，多次推动其带领团队来我

校招聘优秀毕业生。五年的辅导员工作期间，所负责的班级

没有发生任何有关学生安全、集体稳定的事件。在繁忙的工

作之余，依然勤于思考，保持清醒头脑，不断总结工作中的

经验和教训，努力寻求解决的办法，方便学生，提升自己。

如在繁杂和琐碎的助学贷款工作中，结合自己在此项工作中

的实践，撰写论文《关于助学贷款的一点思考》，获首届济

宁学院辅导员工作论坛优秀论文二等奖，为学校助学贷款工

作更顺利、更有效的运行做出了贡献。

三、教学工作方面

该同志于 2011 年进入山东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

从王琳教授，专门从事中国古代诗文研究，2014 年回到济宁

学院中文系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离开了原来的学生管理工

作，进入到新的工作领域，承担中国古代文学、《世说新语》

研究、《文心雕龙》研读，《中学语文古诗文名篇解读》等

课程的教学工作。为了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提高教学质量，

该同志课前认真备课，课堂上注重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努力

让学生真正走上讲台，课后及时辅导答疑，根据作业中反映

出的问题及时调整教学内容、方法、进度等。为了提升自己



的教学水平，积极参加学校举办的各项与教学相关的比赛活

动，于 2017 年济宁学院第四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中获得三

等奖。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探索创新，于 2014 年

获得济宁学院教学改革立项——基于经典作品精读的中国

古代文学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研究，该项目于 2015 年 1 月

实施，2016 年底结项，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在此成果的

基础上，于 2020 年又获批山东省本科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项

目——地域文化经典深度精读的课程教学模式创新与实践，

在持续的思考与探索中，2023 年在济宁学院学报发表教改论

文《混合式教学背景下传统文化经典的精读与地域性探索》，

由项目引领下的教学改革与实践过程中，在《世说新语》研

究、《文心雕龙》研读等专业拓展课堂上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该项目的研究目前处于深化总结阶段，计划将于 2023 年 10

月结项。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冠疫情发生并蔓延期间，该同志能

够积极主动响应学校号召，成为第一批开展线上教学工作的

教师，采用多种方式与学生进行沟通交流，加大力度对自己

的教学工作进行认真的调整、总结、反思、提高，经过不断

地努力，教学效果不断得到改进，并且获得“济宁学院线上

教学优秀教师”荣誉称号。为了有效利用线上教学的宝贵经

验，适应疫情影响下教学转换的新常态，提升学生的学习效

果，在恢复线下教学之后，该同志一直在专业拓展课程中持

续进行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探索和创新：在开展多维度调查研

究的基础上，通过教学平台推动学生真正精读中华文化经典



著作，将专业拓展课程与古代文学专业基础课程有效地衔接

起来，不断探索优化评分机制等等。

四、科研工作方面

在科研工作上，该同志勤奋刻苦，孜孜以求，一直致力

于传统文化、中国古代诗文的研究工作。将教学与科研工作

有效衔接起来，使科研反哺教学是其一直努力的方向，主持

的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先唐辞赋中的齐鲁地域文

化考察，与在课堂上开展传统文化经典地域性探索的教学实

践联系紧密。该项目以先唐辞赋所反映的的齐鲁地域文化特

色为研究对象，重新审视先唐辞赋中所蕴含的地理文化价

值，从而拓宽先唐地理、历史研究视野，深入探寻赋咏齐鲁

中蕴含的人文精神，进而见微知著地探讨特定社会文化心理

的构成因素。这与学校充分发挥地域文化的优势，营造应用

型人才培养的教育环境，实现培养高素质、创新型、应用型

人才的培养目标高度契合，有利于推动学校教育教学的创新

性发展。

该同志 2019 年在《齐鲁学刊》发表的学术论文《<世说

新语>：士族文化心理的鉴证实录》与《世说新语》精读课

程的教学实践密不可分。《世说新语》是深入了解中古时期

士族的社会生活、婚姻家庭生活及士族文人的审美情趣的重

要途径，探索士族文化心理构成因素是在《世说新语》精读

课程基础上的深入研究，将研究再反过来应用于课堂，更加

有利于引导学生精读经典著作，拓宽其学术视野，开拓其思

维深度，进而养成明确的专业兴趣与方向，这是科研反哺教



学的典型。

除了主持的各项科研项目外，该同志还参与了多项国家

级、省级科研项目研究工作，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参与济宁

学院地域文化研究中心承担的“曲阜颜氏文献”整理工作，

并于 2022 年以第二作者身份出版专著《颜懋伦、颜懋价诗

校注》。参与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承担的《历代诗咏齐鲁总

汇》项目的整理编纂工作，负责辽、金、元部分的整理和编

纂。作为曲阜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研究中心成员，承担邹

鲁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研究的课题研发任务。

总之，多年的磨砺，多年的成长，该同志无论是在政治

学习、业务工作、还是科研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无论

在任何岗位，都能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将全部的热情投

入到工作中去，始终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

律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为己任，志存高远、爱岗敬业、乐

于奉献，自觉履行教书育人的神圣职责。在平凡的岗位上精

心专研、完善自我、积累经验，不断探索和践行新的教育理

念，努力走在时代的前列，服务于所热爱的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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