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储建党 [2021] 28号  为深入贯彻习 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落实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教高〔2020〕3号）和《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 政治工作的意见》等文件精神和要求，紧紧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充分及课堂主渠道在高校思 政治工作中的作用，促使各类课程有效贯彻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实现思政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有效融合，根据《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课程思政建设实施方案》（中石大东及〔2021〕3 9号），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 以习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 坚持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构建“三全”育人的思政工作格局为目标导向，充分及挥课堂主渠道作用，深入挖掘提炼各门课程所蕴含的思政要素和德育功能，牢牢把 意识形态主阵地，形



 

成课程思政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协同效应，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实现“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 

二、建设目标 

充分发挥各门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切实把思想政治工

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通过不断的改革和建设，建设一批思政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使课堂成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

能量的主阵地，担负起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

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 

2.科学设计，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思政教学体系 

深入分析各专业特点，结合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系统

梳理凝练具有各自特色的课程思政内容，制定课程思政教学体系，

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行业精神、文化素养、道德修养等，

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给，主要包括课程思政的育人目标、课程思

政的方向与重点、课程思政的内容载体、课程思政的实施路径与

方法、考核方式等。  

3.深度挖掘，实现课程思政全覆盖 

各门课程都蕴含着丰富的思政教育元素，从课程发展历程中

挖掘行业代表人物不畏艰苦、勇攀高峰的精神和追求卓越、不懈

奋斗的光荣历程，将价值导向与知识传授相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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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神等。将思想价值引领贯

穿于教材的编写与选用、教学计划、课程标准、课程内容、教学

评价等主要教学环节，培育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深度融合的专业

课程。 

4.加强培训，提升教师课程思政能力 

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教师是关键。充分发挥教学团队、

课程组等基层教学组织作用，充分利用学科组讨论、教师传帮带、



 

教学大纲和教案编写等手段，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技能培养；将课

程思政要求纳入教师教学培训、教学竞赛、专业研讨和集体备课

等活动之中，把知识传授、能力培养、思想引领融入到每门课程

教学过程之中，鼓励支持与思政课教师合作开展教学教研。遴选

打造一批思政元素挖掘充分、思政与专业教育融合紧密、教育教

学方法行之有效、思政教育效果明显的思政示范课程和教学名师。 

5.拓展渠道，丰富课程思政育人场景 

在加强课堂教学的同时，根据课程特点和专业培养要求，优

化资源供给，丰富教育内容，创新教育载体，在第二课堂、社会

实践、创新创业等活动中，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传媒手段，

构建宣传典型、典型示范的交流平台，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理论知

识分析、发现、解决实际问题，实现知识和行动的有机统一，真

正做到学以致用、知行合一，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深化认识、提

升感悟、锻炼成长。 

6.注重总结，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全面启动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在课程建设中将课程思政

的价值引领目标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把课程思政建设与整体教育

教学改革充分结合，实现课课有思政，创造一批课程思政教育教

学改革研究与实践成果。学院定期组织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经验交

流活动，有效推动课程思政深入开展，并利用各种媒介及时宣传、

推广成功的经验和好的做法，树立典型，引领示范。 

 四、机制保障 



 

1.组织领导 

组  长：姚海田 刘  刚 

副组长：唐建峰 罗小明 

成  员：曹宇光 周  辉 冷青峰 王海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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