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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陶瓷职业学院教务处文件
许陶教学〔2020〕8 号文件

许昌陶瓷职业学院教务处关于 2020 年度课程

思政体系建设专题网络培训的通知

各学（系）部：

为贯彻落实全国全省教育大会精神、全国全省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会议精神，以及《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指导

要求，在我校所有学科专业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工作，让所有

教师、所有课程都承担好育人责任，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

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构建全员全程

全方位育人大格局，加快我院思政教学改革，加强课程思政建设，

增强学科思政引领，拟定各学部安排专人参加 2020 年度课程思

政体系建设专题网络培训，现将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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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训时间：

9 月 23 日开始，12 月份结束，具体时间安排由公共基础部

负责。

二、培训对象：

公共基础部 2 名教师，各专业学部各 1 名教师。

三、培训内容：

培训分课程学习、主题研讨、成果撰写三个环节，参训学员

在公共基础部的组织下在网上自主学习。

四、培训实施：

本次培训由公共基础部牵头进行组织和安排，各专业学部安

排得力人员积极参加培训和学习，为后续全校思政课程体系建设

和课程思政改革教学改革储备领导干部。

五、其他要求：

1、本次培训人员安排由各学部负责选派，所派人员必须有

政治高度和全局意识，能够成为各部门未来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的

主导力量。

2、本次培训具体组织和实施由公共基础部负责实施，具体

学习、研讨和成果撰写等安排由公共基础部闫方牵头实施，各学

部要积极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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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培训结束后，各学部积极组织教师召开培训学习报告会，

分享培训学习的心得体会，让“课程思政”的理念真正融入今后

的日常教学中，发挥所有课程的育人作用。培训结束后一周内完

成。

4、各学部要提高政治站位，严守思想阵地不松懈，增强思

政教育改革意识，选派优秀力量参加学习和培训，为学校课程思

政改革提供动力。

许昌陶瓷职业学院教务处

2020 年 9 月 21 日

附件 1：第二期“学科育人与课程思政”专题网络培训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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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学科育人与课程思政”

专题网络培训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全国全省教育大会精神、全国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会议精神，以及《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指导要求，

在所有高校、所有学科专业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工作，让所有高

校、所有教师、所有课程都承担好育人责任，守好一段渠、种好责

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构建全员

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经广泛调研和深入研究，国家教育行政学

院决定举办第二期“学科育人与课程思政”专题网络培训，特制订

本方案。

一、培训目标

1.帮助教师准确理解和把握课程思政的核心要义，紧紧围绕坚定

学生理想信念、明确政治认同、涵养家国情怀、提升文化素养、树

立法治意识、加强道德修养等重点，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给，在课

程教学中积极贯彻和主动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法治教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等内容。

2.引导教师积极探索创新学科课程思政育人理念与方法，深度挖

掘和提炼专业知识体系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科学合理

拓展专业课程的广度、深度和温度，从课程所涉专业、行业、国家、

国际、文化、历史等角度，增加课程的知识性、人文性，提升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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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时代性和开放性。

3.提供各类学科专业有效实践课程思政的典型案例，启发教师自

我反思、主动求变、积极探索本学科本专业课程的思政育人特点和

实现形式，结合各自专业课程特点、思维方法和价值理念，深入挖

掘课程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教学，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二、对象时间

高校教师。

培训学习时长为 3 个月，具体开班时间由参训单位与国家教育

行政学院协商确定。

三、内容形式

本次培训围绕课程思政内容建设、课程思政方法创新和课程思

政典型案例等设置内容（详见附件）。

培训分课程学习、主题研讨、成果撰写三个环节，参训学员有

组织地在网上自主学习。

1.课程学习：参训学员在培训期间需完成 40学时（45分钟/学时）

的课程学习任务。

2.主题研讨：培训期间，参训学员围绕“本专业课程思政内容体

系建设情况”“本专业课程思政的实践探索”“课程思政建设案例借

鉴”等主题开展研讨。此外，中国教育干部网络学院论坛将设立主

题研讨区，参训学员可在论坛内与全国范围内的同行进行广泛地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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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与互动，分享学习体会。

3.成果撰写：参训学员要结合培训目标、培训内容和自身工作实

际，设计并撰写一篇“有效推进课程思政工作的思考与建议”作为

本次培训的学习成果。要求要素齐全、条理清晰、结构完整、逻辑

严谨，字数不少于 1000字。

培训结束后，完成培训各环节考核要求的学员可在线打印学时

证明。参训单位可将学员学习时长计入继续教育培训学时。

四、培训平台

培训依托中国教育干部网络学院（www.enaea.edu.cn）平台组织

实施，参训学员在中国教育干部网络学院进行实名注册，登录后使

用统一发放的学习卡参加学习（已注册过的学员可直接登录并使用

学习卡），也可以直接下载移动客户端（学习公社 APP）随时登录学

习。

附件：第二期“学科育人与课程思政”专题网络培训课程列表

http://www.enae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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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二期“学科育人与课程思政”专题网络培训

课程列表

课程模块 课程名称 主讲人 单位与职务

课程思政内容体系建设

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导学
周文彰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原

副院长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产生的历史方位和现实意义
洪向华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

研部副巡视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系列微视频 50讲
专题片

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
黄相怀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

授，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秘书

长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引 写好高等学校党建与思政

工作奋进之笔

王光彦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副司长

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

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共同的追

求，共同的坚守
李君如 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形

势下加强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的根本任务

王光彦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副司长

在经受考验中坚守精神的高地——感

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熔铸和打造
丁晓兵 武警广西总队政委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当代中国主流

意识形态建设
侯惠勤 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文化自信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张军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

史教研部副主任

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
李汉秋 著名人文学家

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 楼宇烈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发掘传统文化资源，充实价值认知 王蒙 中国当代作家

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办教育 吴国通 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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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
齐勇锋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学术

委员会主任

宪法精神

与教育法

治

为什么要学宪法系列微课 14讲 微课

《宪法》及相关法律知识解读 赵玄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助理研究员

树立宪法观念，推进依法治校 韩大元 中国人民大学二级岗位教授

《高等教育法》与依法治校 王大泉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

大学治理与依法治校 王敬波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职业理想

和职业道

德

时代的期望与教师的担当 骆承烈
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

副院长

做国家和人民满意的人民教师——谈

教学方法艺术及教师师德师风
张学政 清华大学教授

从史学精神看高校教师人文素质提升

——从求学生涯和我的老师们谈起
朱孝远 北京大学教授

如何做一个温暖的老师 路丙辉 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教授

疫情时期教师的生命意义和使命担当 姚小玲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建设

人才培养

方案修订

与育人目

标设定

不忘育人初心 提升从业境界 李丹青 中国计量大学标准化学院院长

实施“三全育人 ”，提升学生 APLIC

核心素养
邱化民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生办公室

主任

现代大学理念与实践探索 龚克 南开大学原校长

专业教育

中如何实

现思政育

人

破解专业课教师的“课程思政之惑” 夏永林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

专业课教师做好课程思政的 12345 李侃侃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教授

提升育德意识 创新课程思政——专

业课课程思政的一些思考
刘道平 上海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

专业课程融入思政工作的教学设计理

念与方法
张黎声 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

课程思政

如何融入

课堂教学

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行 吴强 上海科技大学纪委书记

“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 同向同

行 合力育人
马前锋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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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如何转变思想，上好一堂课程思政专

业课
张晓东 上海理工大学副教授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与实施 李赛强
山东大学教学促进与教师发展中心

副主任

实验实践

课程育人

与知行合

一

构建社会实践教育平台，发挥社会实

践育人功能
陆凯 大连理工大学团委书记

创新创业教育与协同育人的实践探索 马连湘 青岛科技大学校长

思政育人

重点课程

建设

如何打造既有意思又有意义的思政

课？
王雪超 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把握思政课教师教学能力的结构与核

心
王能东

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

书记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魅力课

堂的实践与思考
曾咏辉 长江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探索

——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为

例

雷江梅 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最关爱学生的思政课——丽水学院思

想政治理论课综合改革
彭兵

丽水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主

任

课程思政工作典型案例

文史哲类 文科类课程思政建设的几点思考 姚小玲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经管法类 经管类专业思政的探索与实践 郭建校 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

教育学类
《大学生学习指导》课的课程思政元

素与育人效果
李丹青 浙江大学教授

理工类

课程思政示范课——以《环境景观设

计-雨水花园》为例
李侃侃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教授

明理、悟道、育新任——物理教学中

贯彻“课程思政”理念的思考
施大宁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

农学类

草地生态与绿化中国——草学专业课

的思政教学设计与实践
寇建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教授

植物生理学课程思政探索与实践 史玮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教授

医学类

从“冷冰冰”的解剖专业课，到“一

堂有温度的生命大课”
崔怀瑞 温州医科大学 副教授

医学类课程思政的融合教学设计 林振浪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院长

说明：1.个别课程或稍有调整，请以平台最终发布课程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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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主讲人职务为课程录制时的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