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专项项目建设指南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等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社会主义办学

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践行“教必蕴育，育必铸灵”教育理念，促进各

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为目标，积极建设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一流课程，

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在立德树人工作中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大力推进 “三全

育人”，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学校教育教学的全过程、落实到课堂教学各环节

切实做好我校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专项建设项目工作，特制订课课程思政教育

教学改革专项项目建设指南。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高等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践

行“教必蕴育，育必铸灵”教育理念，深入学习贯彻高校思政工作会议和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立德树人为宗旨，充分发

挥课堂教学在立德树人工作中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深化教书育人内涵，将思

想政治教育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建设目标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运 用可以培养大

学生理想信念、价值取向、政治信仰、社会责任的 题材与内容，进一步融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提高大学生 缘事析理、明辨是非的能力，让学生成为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最终完成一批具有示范意义

的课程思政示范专业、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及课程思政示范课堂建设。 

三、建设内容 

根据课程思政的指导思想，在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中，通过创新教育教学方式

方法，将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相融合。在教学设计中，明确课程思政教学目标，

将课程思政教学目标融入到教学设计，融入到学生学习任务，体现到学生的课程

学习评价方案中。 



 

 

哲学社会科学类课程要突出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重视价

值引导和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引导学生自觉弘 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不断增强“四个自信”。     

自然科学类专业课程要突出培育科学精神、探索创新精神，注重把辩证唯物

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贯穿渗透到专业课教学中， 引导学生增强人与自然环境和

谐共生意识，明确人类共同发展进步的历史担当。 

 工程技术类专业课程要突出培育求真务实、实践创新、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培养学生踏实严谨、耐心专注、吃苦耐劳、追求卓越等优秀品质，成长心系

社会并有时代担当的技术性人才。 

人文艺术类专业课程要突出培育高尚的文化素养、健康的审美情趣、乐观

的生活态度，注重把爱国主义、民族情怀贯穿渗透 到专业课教学中，帮助学生

树立起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体育类课程要主动与德育相融合，改革体育教学模式，引导学生养成运动

习惯，掌握运动技能，发展健全人格，弘扬体育精神。 

四、建设任务 

根据课程思政项目建设内容及建设目标，从以下方面完成项目建设: 

1. 课程思政示范专业 

充分发挥专业办学特色和优势，深入落实专业课程育人工作，逐步实现所有

课程德育全覆盖、常态化；凝练课程思政建设成果，将本专业的所有专业核心课

建设成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完成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研究论文 2 篇。 

2.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课程应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备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

一体”的人才培养目标。教师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

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在知识传授中注重强调价值引领，善于挖掘各类思想政治教

育元素并融入教学各环节。要充分体现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撰写体现“课程思政”

改革思路的课程教学大纲、教案等教学文件， 明确课程目标、课堂教学目标，

改革教学方法、评价方法，产生预期学习成果达成度测评证据，形成可推广可复

制的教学改革经验。教师应积极探索运用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小组合作学习、



 

 

目标问题导向式等教育教学方法，增强师生深度沟通、交流和共感， 激发学生

独立思考，鼓励学生敢于善于表达，培养学生科学思辨能力, 科学提高学生学习

强度和学业挑战度。凝练课程思政建设成果，形成一门完整的课程的思政优秀案

例，完成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研究论文 1 篇。 

3. 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探索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的有效路径，打造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典型课

堂案例，撰写体现“课程思政”改革思路的课程教学大纲、教案等教学文件， 明

确课程目标、课堂教学目标，改革教学方法、评价方法，产生预期学习成果达成

度测评证据，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教学改革经验，教师应积极探索运用翻转课堂、

混合式教学、小组合作学习、目标问题导向式等教育教学方法，增强师生深度沟

通、交流和共感， 激发学生独立思考，鼓励学生敢于善于表达，培养学生科学

思辨能力, 科学提高学生学习强度和学业挑战度，一门课程中选编 3-5 个包含设

计方案与实施成果的思政育人典型教学案例。 

 

具体要求： 

1. 教学团队建设：要形成梯队，明确团队教师的选拔要求和育人责任，建

立团队教师育德能力和育德意识培养的机制，参与项目建设的推进、交流活动，

开展课程思政建设改革的教研活动。 

2. 课程教材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相关专业对应课程必须统一使用“马克思

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各专业要高度重视教材建设，把握和吸收

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经典文化及最新科技成果，在教材中彰显中国立场、中国

智慧、中国价值，增强教材思想性、科学性、民族性、时代性、系统性。 

3. 课程大纲建设。在分类课程标准下，根据课程思政建设要求，更新并完

善现有课程教学大纲。在教学目标中增加课程思政目标，根据课程思政目标设计

相应教学环节，并将课程思政元素融入到学生的学习任务中，体现在学习评价方

案中。 

4. 教学方法创新。改革现有教学方法，探索课程思政最有效的多样化教学

方法，如是以问题为导向开展的专题式教学、案例教学以及实践性教学等。 

5. 授课教案编制。形成一体化反映课程教学大纲、课程教学方法等思政内

容的授课教案和教学文档。 



 

 

6. 课程资源建设。把最新的科学知识、学术观点、研究成果、生产经验等

引入课程。 

7. 课堂教学模式。应用线上线下优质课程资源进行课堂翻转，形成以“互

联网+”为支撑的混合式教学体系。 

8. 课程考核。加强学生学业形成性考核，课程成绩主要依据学生学习态度、

平时作业成绩、课堂表现等综合评定。 

9. 课程教学评价。将学生课堂到课率、抬头率、参与度、获得感作为课程

评价的重要参考。重点评价课程教学设计中思政育人元素是否挖掘到位、是否有

机融合，教学内容是否新颖、教师备课是否充分、课堂上学生参与是否积极、学

习成效是否明显等情况。 

 

五、建设成果 

（一）示范专业 

立项建设的“课程思政”示范专业在建设结束后应取得以下建设成果：  

1. 所有专业核心课的新修订的课程教学大纲（模板详见通知附件 2） 

教学大纲须确立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课程目标，并结

合课程教学内容实际，明确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入点、教学方法和载体途径，以及

如何评价德育渗透的教学成效。 教学大纲应在本课程原教学大纲基础上修订而

成，注重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衔接和融合。 

2. 所有专业核心课的全套的教案与课件 

根据上述新教学大纲制作的能体现“课程思政”特点的教案及课件。  

3. 部分专业核心课的全套改革典型案例及体现改革成效材料  

本专业所有专业核心课程开展“课程思政”建设工作，并选择 2-3 门专业核心

课程开展“课程思政”改革典型案例建设（包含视频、照片、文字等多种形式）；

学生的反馈及感悟，以及其它可体现改革成效的材料； 

4. 一份总结报告  

撰写一份不少于 8000 字的“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总结报告。 

5.  两篇课程思政教改论文 

 

（二）示范课程 



 

 

立项建设的“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在建设结束后应取得以下建设成果：  

1. 一份新修订的课程教学大纲（模板详见通知附件 8） 

内容同上。  

2. 一套新教案与课件 

根据上述新教学大纲制作的能体现“课程思政”特点的本课程的教案及 

课件。  

3. 一套改革典型案例及体现改革成效材料  

本课程开展“课程思政改革”典型案例建设（最好包含视频、照片、文字等多

种形式）；本课程学生的反馈及感悟，以及其它可体现改革成效的材料。  

4. 一份总结报告  

撰写一份不少于 5000 字的“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总结报告 

5.  一篇课程思政教改论文 

 

（三）示范课堂 

立项建设的“课程思政”示范课堂在建设结束后应取得以下建设成果：  

1. 一份新修订的课程教学大纲（模板详见通知附件 2）  

内容同上。  

2. 本门课程中的 5 个教案与课件 

根据上述新教学大纲制作的能体现“课程思政”特点的 5 个课堂的教案与课

件。  

3. 一套改革典型案例及体现改革成效材料  

从本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成果中选择 5 个典型案例（最好包含视频、照

片、文字等多种形式）、学生的反馈及感悟，以及其它可体现改革成效的材

料。  

 

六、建设周期  

1.课程思政示范专业建设（2 年） 

2.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1 年） 

3.课程思政示范课堂建设（0.5 年） 

 



 

 

七、进度安排 

1.专业类（建设周期： 2 年） 

2020.7   制定本专业课程思政工作计划，确定各自分工，制定本专业

课程思政建设规划； 

2020.11  完成本专业所有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大纲，要求所有课程教学大

纲必须融入课程思政元素； 

2021.3   完成本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情况阶段性总结报告，进行开展阶段

性检查工作，由专业负责人汇报课程思政工作进展情况； 

2021.8   完成教学方法改革并形成完整教案； 

     2021.10  建设成优秀课程思政的优秀教学案例； 

2021.11  提交至少 2 篇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研究论文； 

2021.12  梳理本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材料，形成本专业课程思政教学

情况总结报告，完成结题验收工作。 

 

2.课程类（建设周期：0.5-1 年） 

2020.6    完成融入课程思政元素的课程教学大纲 

2020.11   完成教学方法改革，并形成整门课程的完整教案； 

2020.12   完成本门课程思政教学情况阶段性总结报告，开展阶段性检

查工作； 

      2021.2    建设成优秀课程思政的教学案例； 

2021.3   提交至少 1 篇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研究论文； 

2021.5   形成本门课程思政教学情况总结报告，完成结题验收工作。 

 

3.课堂类（建设周期：0.5 年） 

2020.6    完成融入课程思政元素的课程教学大纲； 

2020.7    完成教学方法改革，并形成 5 个课堂的完整教案； 

2020.9    每个申报团队需完成 5 个课堂的思政教学情况阶段性总结报

告，开展阶段性检查工作；  

      2020.11   建设成课程思政的优秀教学案例； 

2020.12   形成 5 个课堂的课程思政教学情况总结报告，完成结题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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