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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农大校字〔2020〕62 号 

 

关于印发《青岛农业大学 
关于深化本专科生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的 
实施方案》《青岛农业大学研究生课程思政 

教育教学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青岛农业大学关于深化本专科生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

的实施方案》《青岛农业大学研究生课程思政教育教学工作实施

方案》已经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

行。 

                               青岛农业大学      

                                2020 年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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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农业大学 

关于深化本专科生课程思政教育 

教学改革的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全国教育大会、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的意见》等文件要求，全面推进学校本专科专业课程思政

教学改革，努力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课程思政教育大

格局，确保思政教育落到实处、取得成效，结合学校实际，制订

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

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紧围绕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根本问题，深化课程

思政教育教学改革，发挥各类课程育人作用，推进“三全育人”，

努力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总体目标 

强化立德树人意识，深化教书育人内涵，坚持知识传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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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达成与价值引领相结合，深化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深入挖

掘各类课程的思政功能，引导教师自觉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教

育教学全过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本专科生

全面发展。力争建设一批充满思政元素、发挥思政功能、育人效

果显著的“金课”，打造一批课程思政示范课堂，选树一批课程

思政优秀教师，形成通识课程、专业课程教学与思想政治课程同

向同行的育人格局。 

三、基本原则 

（一）坚持顶层设计。秉承“课程承载思政”和“思政寓于

课程”理念，优化课程思政的内容和要求，使之贯穿于通识课程

和专业课程的教学大纲、教学目标、教案设计等各方面，发挥课

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 

（二）坚持改革创新。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

建设和丰富线上课程思政教学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课程思政教育

元素全覆盖，努力实现思政教育元素全面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三）坚持分类指导。突出前瞻性、可行性和协同性，注重

统筹思想政治理论课、通识课和专业课的育人作用。明确各类课

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思路、内容和方法，分类推进。 

四、主要任务 

（一）深入挖掘各类课程思政元素 

1.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铸魂育人作用 

思想政治理论课要突出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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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重视价值引导和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引导学生自觉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四个自信”。 

2.增强通识课程育人功能 

自然科学类通识课程要突出培育科学和创新精神，注重把辩

证唯物主义思维贯穿渗透到专业课教学中，引导学生增强人与自

然的和谐共生意识，明确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担当。人文艺术类

通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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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把家国情怀贯穿渗透到课程教学中，帮助学生树

立起文化自觉、自信。体育类课程要主动与德育、劳育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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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类课程要培养学生树立正

确的劳动观点和劳动态度，养成热爱劳动和尊重劳动人民的良好

习惯。 

3.发挥专业课程育人作用 

将专业知识传授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相融合，重点培

育学生求真务实、严谨创新、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科学精神，

培养学生干一行爱一行、吃苦耐劳等优秀品质，使学生成长为心

系社会、有时代担当的专业人才。 

（二）全面推进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1.鼓励“课程思政”教育教学研究 

鼓励教师开展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与实践，以促使学生增进政

治认同，增强“四个自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达到通识

https://baike.so.com/doc/3664705-3851758.html
http://www.so.com/link?m=aPKRARbjD57lLPoJwMn76rumLTM43R6%2BDOgPM056ITVg%2Fq%2BWhF2MpP9xt6d0KaQlX%2FmjOh1E2j1reppX3nA1lliawXvH%2B0TQIHgD6J8Sp2ukejgYYO%2BW9bg8Bhkk2dqCa%2FrL6scBynokPvLiSjjZ8jEsHdmwK5VwCVDHctnwH%2BCdw6t0OgkHTabUgoaAAZiqhqgfn6P4kKrrduw050weX%2FtWNin1koPLE0Wv6uQ%3D%3D
http://www.so.com/link?m=aPKRARbjD57lLPoJwMn76rumLTM43R6%2BDOgPM056ITVg%2Fq%2BWhF2MpP9xt6d0KaQlX%2FmjOh1E2j1reppX3nA1lliawXvH%2B0TQIHgD6J8Sp2ukejgYYO%2BW9bg8Bhkk2dqCa%2FrL6scBynokPvLiSjjZ8jEsHdmwK5VwCVDHctnwH%2BCdw6t0OgkHTabUgoaAAZiqhqgfn6P4kKrrduw050weX%2FtWNin1koPLE0Wv6uQ%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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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专业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行的育人成效。 

2.选树“课程思政”示范课 

鼓励任课教师结合课程实际，深入挖掘课程承载的思政教育

元素，修订完善课程教学大纲，将思政教育元素明确纳入课程教

学内容，改革课堂教学方式方法，丰富课程思政教学资源, 完善

课程配套实践教学。定期组织“课程思政”教育教学竞赛，将优

秀课程列为青岛农业大学“课程思政”示范课，授予获奖教师“课

程思政”教学能手，并给予奖励。 

3.打造“课程思政”特色课程 

根据学校办学定位和学科优势，立足服务“三农”和乡村振

兴战略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结合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目标，着

力开设具有青岛农大特色、符合办学定位的“大国三农”“乡村

振兴”“家国情怀”等“中国系列”课程，着力培养“一懂两爱”

卓越农林人才。 

4.建设“课程思政”金课 

推进现代教育技术和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积极开展在线开

放课程建设，开发一批“课程思政”优质网络在线开放课程，丰

富教学资源；鼓励教师开展翻转课堂教学和混合式教学，创新教

学模式，打造一批 “课程思政”金课。 

（三）加强“课程思政”师资队伍建设 

1.强化教师政治素养教育与培训 

加强教师政治素养教育，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http://www.so.com/link?m=aYsC37p6o7XQWYWK%2B8f5CyvVHlKKTDUYz8w61OynCXLs91cHi778RLUB%2FrfEYuNjVhyC9p7vRC2BWogqdVSn59iGEmBXqqFlPR%2B3LmVC1RFXkNEsRBJIjVN%2FRZNNw%2Fe9%2BAT3ISwmbEqR83K3oyT19hSPjYnc%3D
http://www.so.com/link?m=aYsC37p6o7XQWYWK%2B8f5CyvVHlKKTDUYz8w61OynCXLs91cHi778RLUB%2FrfEYuNjVhyC9p7vRC2BWogqdVSn59iGEmBXqqFlPR%2B3LmVC1RFXkNEsRBJIjVN%2FRZNNw%2Fe9%2BAT3ISwmbEqR83K3oyT19hSPjYnc%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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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提高育人意识，真正做到爱学生、有学问、会传授、做榜

样。转变教师重知识传授、能力培养，轻价值引领的育人观念，

通过多种方式，引导教师树立“课程思政”的育人理念，鼓励广

大教师既要当好“经师”，更要做好“人师”。充分运用教研室（课

程组）讨论、老教师传帮带、主题培训等手段，开展思想政治教

育技能培养，努力做到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

严、人格正，自觉做为学为人的表率。 

2.提升教师课程思政育人能力 

提高教师思政育人意识和能力，把课程思政育人意识和能力

的培养纳入新教师岗前培训、助教培养和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

体系。加大课程思政教学推进力度，使教师能利用课堂主讲、现

场回答、网上互动、课堂反馈、教学实践等环节，把知识传授、

能力培养和价值引领融入到每门课程教学过程之中，将“课程思

政”全面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3.发挥“课程思政”教学能手示范引领作用 

成立“课程思政”教学能手宣讲团，建设宣讲主题资料库，

在校内外开展“课程思政”主题宣讲，发挥以点带面的示范引领

作用。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讲，积极传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开展各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座，

激发学生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历史责任与使命担当，

积极营造“课程思政”文化氛围。 

4.改革教师评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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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把政治关、师德师风关、业务关，明确教师教学与科研等

效评价标准，把课程思政工作业绩和成效纳入教师的评价指标体

系，进一步提高教学工作在教师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占比。建立和

完善不合格教师退出机制。 

（四）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将课程思政教育理念落实到教学运行各个环节，在课程建设、

教学组织、质量评价体系中，强化价值引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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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程教学大纲、

教案等重要教学文件中要考察“知识传授、能力提升和价值引领”

同步的达成度；在精品课程、示范课程的立项、评比和验收中设

置“价值引领”或“德育功能”指标；在课程评价标准（含学生

评教、督导评课、同行听课、领导听课等）的中增列“价值引领”

观测点。 

五、工作安排 

（一）深化拓展育人案例教学实践 

按照 1 个学分 1 个育人案例的标准，组织教师继续凝练优化

《青岛农业大学本科课程育人案例汇编》，依托育人案例将各类

课程承载的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教学，以润物细无声的形式嵌

入育人元素。 

（二）设立“课程思政”教学研究项目 

每年设立“课程思政”教学研究项目 30 项，研究各类课程

教学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途径，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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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一批高水平“课程思政”教育教学研究成果。 

（三）建设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每年度各教学单位遴选 1-2 门课程完成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建设，结合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着力开发具有青岛农大特

色的“课程思政”课程。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验收主要标准如下： 

1.修订课程教学大纲。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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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思想政教育的融入点、教学方法和载体途径，评价德育

渗透的教学成效，注重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衔接和融合。 

2.制作新课件、新教案。根据新教学大纲制作能体现课程思

政特点的新课件、新教案。 

3.提供教学改革典型案例和体现改革成效材料。本课程开展

课程思政改革中的典型案例（含视频、照片、文字等多种形式）；

本课程学生反馈与感悟，以及其它可体现改革成效材料。 

（四）开展集体备课活动 

以专业或教研室为单位全面开展课程思政集体备课活动，着

重围绕“备内容、备学生、备教法”，发挥团队合力，凝聚智慧，

提升课程思政教学效果。 

（五）开展“课程思政”示范课堂观摩活动 

每年度各教学单位负责组织教师开展 1-2 次“课程思政”示

范课堂观摩听课活动，推广“课程思政”典型案例和成功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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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 

（六）开展课程思政教学竞赛活动 

每年组织“课程思政”教学竞赛，评选 10 门左右“课程思

政”示范课，授予参赛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手荣誉称号，并

对获奖教师给予奖励。 

（七）建设课程思政“金课” 

结合教育部和山东省一流本科课程建设，每年度遴选一批

“课程思政”优质课程进行培育，打造一批“课程思政”金课。 

（八）完善课程思政育人评价体系 

建立和完善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评价体系。严格执行领导干部

听课、督导评价、同行评价和学生评教制度，在评价体系中体现

课程思政内容，体现育人评价元素。 

（九）举办“课程思政”专题教学培训 

结合教师培训活动，每年举办 1-2 次以“课程思政”为主题

的教师教学能力专项培训活动，提高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 

（十）典型案例凝练总结 

总结凝练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效果好、学生反响佳、参考性强、

推广价值高的课程思政典型案例，择优编印《青岛农业大学课程

思政优秀案例选编》，树立典型，推广经验。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课程思政教育的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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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全校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工作，要把“三全”育人理

念纳入学校事业发展的规划和发展战略中，重点研究制定挖掘用

好各类课程思政育人元素的政策措施和激励机制。 

（二）强化教学单位主体责任 

各教学单位是课程思政教学工作推动的主体，要认真规划，

统筹安排，有序推进。单位负责人要切实做好课程思政组织实施、

自评自查、成果凝练等各项工作。 

（三）加强协同联动  

加强教务处、宣传部、教师工作部、研究生部（处）等部门

和各教学单位工作联动机制，明确职责，协同联动，确保课程思

政教学改革落到实处。 

（四）强化工作考核  

定期对课程思政工作实施情况进行评价，建立常态化动态评

价机制。定期考核教师参与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效果，加强课

程思政实施过程督导，将各教学单位推进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成效

纳入教学单位绩效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五）提供经费支持  

学校通过项目形式对课程思政教学研究、课程建设和教学竞

赛等提供资助，并根据年度考核结果实施动态管理，确保专项建

设项目顺利实施；对于组织开展课程思政工作成效突出的教学单

位给予奖励。 

（六）加强政策保障 



  
— 11 — 

教师参与课程思政教育教学工作的情况和成效作为教师考

核评价、岗位聘用、评优奖励、选拔培训的重要依据；各相关部

门、各教学单位推进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的成效可纳入教师思

想政治工作评价体系和学院年终绩效考核。 

七、其他说明 

（一）本方案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二）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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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农业大学研究生 
课程思政教育教学工作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全国教育大会

精神，全面推进研究生课程思政教育教学工作，促进思想政治教

育和专业教育有机融合，确保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取得显著成效，

根据《教育部等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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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精神，结合学校《中共青岛

农业大学委员会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

意见》（青农大党字〔2017〕42 号）、《中共青岛农业大学委员会

关于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青农大党字

〔2019〕68 号）要求和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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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紧

围绕“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

深化教书育人内涵，统筹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建设，加强课程思

政育人作用，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研究生课程学习的各个环节，

引导研究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引导研究生坚

定“四个自信”、树立高远理想追求，把研究生培养成为有信仰、

有情怀、有担当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人才。 

二、总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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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引导教师自觉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研究

生课程教学；强化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充分发掘和运

用各学科、各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建设一批提高研究

生思想道德修养、人文素质、科学精神和认知能力的公共课程和

专业课程。 

开展课程思政项目建设、示范课堂和课程思政授课比赛等系

列活动，通过试点先行、逐步推广，精准培育、逐步提高等步骤，

分阶段有序推进研究生课程思政工作。根据学科和课程特点，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

想信念教育、家国情怀、民族精神、法治意识、社会责任、文化

自信、人文情怀等融入专业教育，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

有机融合，构建课程思政育人体系，将“课堂”打造成思政育人

的重要阵地。 

三、基本原则 

（一）遵循教育规律。遵循研究生身心发展规律和教育教学

基本规律，精心设计课程，认真组织教学，促进课程思政建设的

科学性、系统性、高效性。 

（二）坚持教师主导作用。加强教师课程思政意识培养，充

分发挥任课教师在课程教学中的主导作用，最大限度激发教师课

程教学改革热情。鼓励教师创新教学方式、方法，通过组建团队、

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教学技术等加强课程思政创新。 

（三）坚持学生主体地位。研究生是受教育对象，要尊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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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研究生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主体地位，围绕充分发挥研

究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参与度来设计课程思政教学的形式内容，进

而提高教学效果和育人成效。 

（四）强化特色教育。结合学校学院特色优势和专业学科特

点，体现“农大精神”的时代内涵和价值，挖掘学校学院历史、

文化和各方面育人元素，增强研究生对学校学院的归属感和认同

感，强化特色教育的育人功能，确保思想政治教育易开展、接地

气、有成效。 

四、工作任务和安排 

（一）课程思政项目建设 

1.项目目标任务 

项目应明确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和任务，修订完善课程教学

大纲，丰富教学内容，充分利用在线教学平台和优质教学资源创

建课程思政育人案例库，改进教学方式方法,改革课程考核方式

等，形成价值导向明确的课程建设规范。 

2.项目申报条件 

（1）申报课程须为建设基础较好的课程，申报课程范围不

包括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优先考虑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核心课

程。 

（2）项目负责人应为我校在职教师。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

成员应具有过硬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较为丰富的教学经验。项目组

成员必须是直接参加项目方案设计、论证、研究和实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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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鼓励教学团队集体申报，发挥团队的教学组织能动性，

有效促进整体育人水平的提升。 

（4）鼓励项目申报人邀请思政课任课教师、辅导员、党务

工作者、行业产业优秀代表、先进典型和相关领域专家等共同参

与课程思政建设，强化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支

持项目申报人整合校外资源参与申报。 

3.项目考核指标 

（1）编制新教学大纲，创建思政育人案例库 

新教学大纲须确立思想与价值引领、知识传授和能力提升三

位一体的课程育人目标，应明确体现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结合课

程教学内容，明确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入点、教学方法和载体途径

和思政教学成效等。教学大纲中，要明确课程思政教学课时。 

创建思政育人案例库，课程思政教学形式以课程思政案例教

学为主。课程思政案例教学要体现到每次课程教学中，与课程专

业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有机融合。 

课程思政育人案例形式以文字（含图片、表格等）案例为主，

也可以是视频案例和短视频案例。视频案例建议视频时长 10-20

分钟，并配有详实的视频案例说明书；短视频案例建议视频时长

3-5 分钟，并配有相应的案例说明书。 

项目形成的课程思政育人案例经学校审定后按照要求公布，

以实现校内资源共享，发挥示范、带动和辐射作用。 

（2）制作新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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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教学大纲和课程思政育人案例库，制作能体现课程思

政要求和特点的新教学课件；原则上应使用新课件完成至少一轮

课程教学。 

（3）课程思政督导评价 

加强课程思政项目的教学督导，通过学校研究生教育督导员

和学院党政负责人、管理人员听课等形式对课程思政项目课程的

教学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将督导评价结果纳入课程思政项目建设

成果的考核指标体系。 

（4）提交总结报告 

总结开展课程思政项目建设的典型案例及成效（包含视频、

图片、文字等多种形式），撰写项目总结报告。项目总结报告应

包括主要做法、解决的主要问题、取得的育人效果和经验体会等。 

4.立项数量及资助额度 

每年度立项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项目 5 项，每项资助额度为

1 万元。项目数量和资助额度将依据上级要求和学校研究生课程

思政建设工作发展情况适时调整。 

（二）完善课程思政育人评价体系 

结合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将课程思政理念有机融入各一级

学科和专业类别（领域）人才培养方案中所有研究生课程，建立

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评价体系。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听课制度，在听

课记录中体现课程思政内容。按照《青岛农业大学研究生教育督

导办法》（青农大校字〔2018〕155 号）做好研究生课程教学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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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加强对课程思政教学和育人情况的督导评价，完善学校层面

对课程思政教学和育人情况的评价体系。 

（三）落实集体备课和听课制度 

以课程思政项目建设为载体，鼓励学科交叉和协同联动，鼓

励专业教师、专职思政课教师、辅导员、党务工作者、行业产业

优秀代表、先进典型和相关领域专家等共同参与课程思政建设，

进行集体备课，着重围绕“备内容、备学生、备教法”，发挥团

队合力，凝聚智慧，创新教学方法和形式，提升课程思政教学效

果和育人成效。 

每年度各学院至少开展 1 次单位党政负责人和教师参加的

示范观摩集体听课，重点对融入课程课堂教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元

素进行把脉。听课人员听课后须及时填写听课记录表，提交各学

院汇总统计,报研究生部（处）备案。 

（四）组织授课比赛活动 

学校适时组织以课程思政为主题的授课比赛，对获奖教师和

获奖学院给予奖励。 

五、条件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小组负责顶层

设计和规划，指导学校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工作，建立相关职能

部门与学院各负其责、互相协同的课程思政工作机制，研究共性

问题，提出解决措施，确保课程思政建设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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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确主体责任。各学院对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工作负

有主体责任。各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负责领导和组织学院课程思

政建设工作，营造全员参与、全员覆盖的良好课程思政建设工作

氛围。 

（三）强化工作考核。把教师参与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情

况和课程思政效果作为教师考核评价、岗位聘用、评优奖励、选

拔培训、职称晋升的重要参考依据；把学院推进课程思政教育教

学改革成效纳入学院年度教学考评和党建工作考评体系。 

（四）提供经费支持。学校将研究生课程思政教育教学工作

经费纳入研究生课程建设经费，以项目等形式对课程思政工作提

供资助，确保专款专用；各学院应设立专项经费，为课程思政工

作有序推进提供保障。 

六、其他说明 

（一）本方案由研究生部（处）负责解释。 

（二）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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