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控制与计算机工程学院文件
华电控计〔2018〕6 号 

控制与计算机工程学院课程思政建设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全

面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

会议精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

纲要》（教党〔2017〕62号）和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

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新时代高教 40 条）等文件要求，以立德树人为

中心，促进各类各门课程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与思想政治课同向同行，

形成全课程协同育人效应，结合学院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 组织机构 

总负责人：  刘  威   房  方 

项目负责人：葛  红 

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师瑞峰 丁文俊 林碧英 杨国田 侯国莲 夏  宏 

工作组成员：教师党支部书记 教研室主任 试点建设教师 

二、 工作体系 



围绕 “一心五环”课程思政建设新机制，坚持以“育人”为中心，以

“课程”选取、“教师”培育、“思政”凝炼、“项目”牵引、“效果”评

价等五个维度为着力点，系统性地开展工作。 

1.“课程”选取——遴选 15门“433”核心课程进行试点建设 

结合学院人才培养目标，以“433”核心课程体系（指与各专业人才培养

目标关系最紧密的 4 门公共基础课、3 门专业基础课以及 3 门专业课）为基

础，确定试点课程范围。组建课程思政教学团队；遴选 15门 以“433”核心

课程为主体的试点建设课程；学院领导身先士卒、专业负责人、党支部书记

等“骨干”教师做表率，开展首批试点课程。 

2.“教师”培育——“一个目标 两个平台 三个共建”教师培育方案 

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的理念，以内化教师的育德意识和提升教师的育德

能力为目标， 搭建课程思政工作室，并依托教师党支部这两个平台，分别在

学院和支部层面深入推进课程思政工作。同时结合学院的历史传承和资源优

势，深入开展以马克思主义学院、与离退休党委、与企业党支部等三个共建，

着力培养一支情怀深厚、学识渊博、本领高超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打造有温



度、有感染力的专业课堂。 

3.“思政”凝炼——以“五引”为导向实现价值引领与知识能力培养相

统一 

以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为目标，结合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推进教育教

学改革，逐步形成以世界观方法论引领、核心价值引领、工匠精神引领、大

学精神引领、学生关切引领等“五引”为导向的“思政”凝炼方向，在此基

础上，梳理理论知识点，构建初步通用案例库，抛砖引玉，引导专业教师根

植于专业知识体系挖掘思政元素，切实将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有机融入专业人

才培养体系，实现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位一体深度统一。 

4.“项目”牵引——以项目制方式固化课程思政建设成果 

以项目制方式推进课程思政试点工作，每门课程配套 2 万元建设经费，

设置项目申报、中期考核、结题验收三个阶段，明确各阶段任务和考核验收

形式，做到进度与报销相匹配、必做与选做相补充、说课与展示相统一，推

进论文、微课、教材等成果固化。 

5.“效果”评价——构建两维度、过程化的考核评价体系 

学院构建两维度、过程化考核评价体系，在项目中期考核阶段设置“说

课”环节，在结题验收阶段设置“教学展示”环节，坚持以评促建，并邀请

校内外专家及时进行点评和指导，并结合课堂学生的到课率、抬头率、互动

效果等真实场景来做出客观评价。同时，以个人访谈、群体座谈和问卷调研

等方式了解学生的真实评价，形成持续性改进的机制。 

 



三、预期成效 

一至两年，在学院形成“教学团队”牵头+“骨干”表率+“分类”示范

的试点建设局面，并且能够在通识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中分别建设示范

蓝本。在全院教师中掀起课程思政讨论和建设的热潮，逐步形成课程门门有

思政，教师人人讲育人的新局面。同时，通过课程思政建设，不断优化教学

设计、创新教学手段和教学载体、推动“课堂革命”，增强课堂活力，打造

一批“金课”，从而形成一批示范性的精品课程，提升学院的教育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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