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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学院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实施方案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高校思政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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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轻工

业学院本科课堂教学规范》等文件精神，深化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

推进课程思政教育教学体系建设，不断提升课程思政育人效果，充分

发挥课堂主渠道在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结合学院工作实际，

制定本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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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全国、

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形成专业

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协同育人格局，大力培养又红又专、

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二、基本原则 

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广大教师切实履行思想政治教育责

任，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思政教育新格局；坚持价值引领、

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相结合，充分发挥专业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将课程思政理念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坚持重点推进与全面实施相结

合，紧密结合学科专业特点，积极探索新时代思政教育新思路与新机

制。 

三、工作目标 

1.总体目标 



牢固确立课程思政理念，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知识体系教育

有机结合，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充分发挥课堂教学

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主阵地、主渠道的作用，以理想信念教

育为核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全面加强学院思想政治工

作。 

2.具体目标 

全面开展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培育一批课程思政教学特色课

程，打造培养专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能力突出的优秀教师和教学团

队，凝练一批可推广的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成果，逐步形成一批可

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典型案例和特色做法，构

建全员、全程、全方位的育人格局。 

四、建设任务 

1.深入挖掘专业课程思政元素 

梳理专业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

育功能，突出培育求真务实、实践创新、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培养

学生具有踏实严谨、专心专注、吃苦耐劳、追求卓越的优良品质和心

系社会、具有强烈的时代担当精神的专门技术人才。 

2.逐步实现课程思政教育的全覆盖 

坚持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相结合，推进课程建设与课

堂教学改革相结合，明确课程思政教学目标、教学设计、教学内容和

任务要求，切实将课程思政目标融入课程教学主渠道，构建完善的课

程思政教育教学体系，推动全院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全覆盖。 

3.不断加强课程思政教师培养培训 



持续强化对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系统教育，以“四有”好老师为

标准，转变重知识传授、能力培养，轻价值引领的教学观念，引导教

师充分认识文化引领、价值引领在教师教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牢固

树立课程思政理念。大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能力培训，全面落实课程

思政责任，进一步提升教师课程思政教育教学能力和水平。 

4.推进课程思政教育教学研究 

积极开展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方法与手段改革，突出学生主体地位

和教师主导作用，加大学生实践能力、研究能力、创新能力和道德情

操培养，推进以传授知识为主向培养学生能力和情操的转化，注重学

习过程、学习效果和综合发展。增加师生互动交流，构建良好的师生

关系，用教师的高尚师德和精湛学术言传身教中感染学生、影响学生。 

以教材建设推进课程思政改革。把教材建设作为推进课程思政改

革、培育课程思政教学成果的重要抓手，推动规划教材改革，选用、

编写一批专业教育与思想教育相结合、适应教育改革发展的优秀教材。 

5.强化课程建设及课程教学评价 

在课程标准制定、课程建设、课程教学组织实施、课程质量评价

体系建设中，突出课程思政内容；在教学过程管理和质量评价中，将

课程思政功能的发挥作为重要监测点；在课程教学大纲、教案设计中

注重考量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引领“三位一体”的育人功能。 

五、组织保障 

1.加强组织领导 

在学校党委领导和教务处指导下，成立由书记和院长组成的学院

课程思政工作小组，组织各系部和全体教师参与，全面落实课程思政

工作安排，扎实推进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深入开展。 



2.加强协同联动 

将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纳入学院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大局，统

筹协调推动。整合党委、教研室、实验室、学生工作办公室、团委力

量，建立统一领导、分工负责、联合联动、协同推进的学院课程思政

教育教学改革机制。定期开展课程思政专项研讨，研究制定相应的政

策和措施，确保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3.强化工作考核 

建立动态化、常态化、滚动式评价模式，加强对课程思政工作实

施情况的评价，将参与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课程思政效果作为教师教

学质量评价的重要依据；改革学生的课程学习评价方式，把价值引领、

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的教学目标纳入学生的课程学习评价；发挥专业

教师课程思政育人的主体作用，将课程育人作为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

重要环节，纳入教学督导、评先评优的重要评价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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