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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财经学院课程育人工作方案 
 

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精神，落实教

育部和有关部门《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

（教思政“2020”1 号），结合《宁波财经学院‚三全育人‛综

合改革实施方案》（宁财院党“2020”19 号），发挥各类课程育

人作用，推进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形成教书育人、管理育人、

服务育人的良好氛围和工作格局，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实施

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社会主义办

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新一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

订为切入点，以课程内容与标准建设为中心，以教师思政能力提

升为关键，以课堂创新为途径，以提高学生获得感、满意度为目

标，全方位设计、全人员参与、全过程推进，打造课程育人体系，

着力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组织机构 

组  长：周  波 

副组长：李  羽 

工作组成员：教务处、实验室与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团委、

学生处、马克思主义学院及其他各教学单位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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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体目标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引导教师自觉将思政教育融入各类课程

教学；强化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

能，充分发掘和运用各学科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建设一批

充满德育元素、发挥德育功能的通识教育课程和专业课程。 

自 2017 年起，启动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大赛，思政课程、课

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和优秀教师评选等系列活动，构建课程思政

育人体系，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融入各类课程教学，促使学校全

体教师、各项教学活动与教书育人同向同行，促进思想政治教育

与知识体系教育的有机统一，构建协同育人机制，提升学校人才

培养能力。 

四、基本原则 

1.坚持顶层设计。根据学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工作总体目

标，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教书育人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进

一步提高全体教师对课程思政工作认识，提高教师将思想政治教

育融入各类课程教学能力，明确课程育人目标、优化教学方案、

健全评价体系，实现红专并进。 

2.坚持改革创新。积极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工作。引导教

师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融入各类课程教学，推进现代教育技术在

课程教学过程及教学资源建设中的应用，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

学的深度融合，形成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育系统结构



 

 - 4 - 

性变革，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要为课程思政目标服务，努力实

现思政元素全面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3.坚持分类指导。突出前瞻性、可行性和协同性要求，注重

统筹思政理论课、通识教育课、素质拓展课和专业课的育人作用。

明确各类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思路、内容和方法，分类分步有序推

进工作。 

五、重点任务 

1.发挥课程育人作用 

将思想价值引领贯穿于教学计划、课程标准、课程内容、教

学评价等主要教学环节。在教学过程中，重点培育学生求真务实、

实践创新、精益求精的精神，培养学生踏实严谨、吃苦耐劳、追

求卓越等优秀品质，使学生成长为心系社会并有时代担当的技术

性人才。将价值导向与知识传授相融合，明确课程思政教学目标，

在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爱党、

爱国、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培养科学精神。 

2.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加强教师思想政治教育，增强‚四个自信‛，提高育人意识，

引导广大教师树立‚课程思政‛的理念，以思想引领和价值观塑

造为目标，带动广大教师既要当好‚经师‛，更要做好‚人师‛。

建立名师教学团队，扶持一批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各类课程教学

的教学名师。鼓励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优秀教师在集体备课、教



 

   

 

 

 

 

 

 

 

 

研室活动等方面开展联谊活动，发挥在学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中

的带头示范作用。

3.完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在课程建设、课程教学组织实施、课程质量评价体系建立中，

注重将‚价值引领‛功能的增强和发挥作为首要因素；在教学过

程管理和质量评价中将‚价值引领‛作为一个重要监测指标。从

源头、目标和过程上强化所有课程融入德育教育理念，并在教学

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中落到实处。将课程育人作为教师思想

政治工作的重要环节，作为教师绩效考核、职称晋升的重要评价

内容。

六、建设举措

（一）思政课程

  落实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标准，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继续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提升工程‛。

  1.加强顶层设计，开展思路攻坚。学校独立设置、对标建设

马克思主义学院；开展思政理论课引航育人的大调研、大学习和

大讨论，不断完善思政理论课建设的制度方案。

  2.加强理论学习，开展‚三进‛攻坚。结合新编教材，深入

学习和潜心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内容，集体备

课、讲义编写，开设党课、团课、公共选修课，深入推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3.加强队伍建设，开展师资攻坚。加强课程团队建设，使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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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师达到国家规定的比例数量，兼职教师知识水平和育人能力

符合思政教师要求。提高思政教师政治信仰、理论素养、教学水

平、育人意识和实践能力。 

4.加强教研活动，开展教法攻坚。依据思政理论课最新版本

统编教材，逐章逐节系统梳理核心知识点，开展集体深研教学设

计，精选教学案例，制作统一框架的教案课件；充分挖掘思政课

在线优质资源，开展基于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改革；建立完善

试题库，实行闭卷期末考试；拓展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形成‚线

下课堂教学+线上网络教学+翻转课堂研讨学习+第二课堂柔性育

人+课内外实践教学‛五位一体教学模式。 

（二）课程思政 

落实以‚课程思政‛为目标的课堂教学改革方案，梳理各门

专业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

功能，守牢学校课堂教学主阵地，继续优化课程设置，修订专业

教材，完善教学设计，加强教学管理，进一步创新推动‚课程思

政‛建设行动计划。 

1.制定课程育人方案。从 2013年起，学校就在才培养方案

明确了‚知识、能力、素养‛的教育目标要求，2017 年修订时，

进一步强化了素质教育目标内容，并要求将政治素养融入专业素

养教育；2019 年的人才培养方案指导性意见中，特别强调‚将

‘爱国励志、责任担当、人文情怀、学会学习、实践创新、健康

生活’作为学生个人基本素养发展总体目标，同时结合专业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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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增加相应的专业（行业）素养目标和要求‛，同时，优化

课程体系，通过思政通识教育课程、公共选修课程、专业教育课

程及跨学科交叉课程建设，坚定专业育人方向，牢固课程育人主

阵地。 

2.梳理课程育人功能。全面修订课程教学大纲、制定专业核

心课程标准，深入挖掘思政教育资源，绘制各课程‚德育教与学‛

目标地图；强化心理健康教育、军事理论教育，增设创业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导学等课程，锤炼学生抗压吃苦精神、创新创业意

识与能力，增强爱国情操、文化自信等道德品质；加强专业导论

课、专业核心课程及综合实践课程建设，培养学生热爱专业、潜

心学习，掌握解决专业核心问题的基本能力。  

3.建立课程育人标准。坚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的理念，以

提高课程育人的有效性为目标，转化课程对教师‚教的目标‛为

学生‚学的目标‛，构建基于学生学习过程和学习成果的，覆盖

课程思政、教学内容、教学实施、考核评价全过程的课程质量标

准，从试点到推广，逐渐形成各专业‚金课‛建设标准及课程教

学反馈改进机制。实行校院两级教学督导听课，坚持校领导每学

期集体听评课制，连续三年设立课程思政专项听课主题，针对普

遍问题，研究规律、制定改进政策。 

4.健全课程育人机制。课程思政实施的关键是教师，通过专

家报告讲座、教研活动、研讨沙龙、申报课题、优秀课程思政教

师推荐、星级教学优师评选，教学工作考核等途径，面向全体教

http://www.so.com/link?m=acg3A2WHGqG3AzsMOmsxY%2BL%2BnqMKryZo5BeWhztAMrXUJBaq8qdANO92ewa6dk8mQpAe6hYblm%2FiPVU7M2NACUEvZxuTAzzYFEk4Dy0FUqEcK3vFeWFBebuTDGvwmquFi%2FoMFUYUnCPH%2FXukAFu%2FwbD9bFdB94abXMdiHICb5s1Zs3w3mB%2B8tldSDWGMK01chPbNerna5y0bIfWmfilO%2FmElOsCIWdn7o9ekQpzVxA5TJN1nujwsxcYHj8Oc315T%2BbF9SpC%2FCkRTSJ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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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开展课程思政能力提升系列活动。专设育人基本工作量，并作

为教师教学工作考核、评奖推优、岗聘职评的首要指标。 

七、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在学校党委统一领导下，由教务处、实验

室与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团委、学生处、马克思主义学院等分别

牵头，成立课程思政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进全校课程思政教学

改革工作。加强相关部门和各教学单位工作联动，明确职责，协

同合作，确保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落到实处。 

2.强化工作考核。建立科学评价体系，定期对课程思政工作

实施情况进行评价，使各门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融入全流程、

全要素。把教师参与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情况和课程思政教学效果

作为教师考核评价、岗位聘用、评优奖励、选拔培训的重要依据；

改革学生课程学习评价方式，把价值引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

的教学目标纳入学生的课程学习评价；将各教学单位推进课程思

政教育教学改革成效纳入单位绩效考核评价。 

3.加大经费投入。重视马克思主义学院环境建设，改善教师

办公条件，配备先进教学科研设施；改造新型教室近百间，打造

‚翻转课堂示范区‛；加大课程育人项目的经费投入，设立马克

思主义学科建设经费，专款专用。 

 

 

宁波财经学院教务处                    2020年 12月 3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