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师范大学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实施方案

晋师校字〔2022〕34 号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深入

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教高〔2020〕3号）《山西省高等学校课程

思政建设实施方案》（晋教高〔2021〕7号）《山西师范大学课程思政建设实施方案》

（晋师党字〔2020〕80号）和《山西师范大学全方位推动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实施方

案》（晋师党字〔2022〕47号），学校决定开展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工作。具体实

施方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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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坚持立德树人，

发挥教师队伍“主力军”、课程建设“主阵地”、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强化示范引领

和资源共享，全面推进课程思政高质量建设，将思政工作体系贯通人才培养体系全

过程，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

二、目标任务

面向全校选树一批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引领和推进我校不同类型课程思政建设，

探索创新课程思政建设的方法路径，构建全面覆盖、类型丰富、层次递进相互支撑

的课程思政体系。形成“院院有精品、门门有思政、课课有特色、人人重育人”的良

好局面。

三、申报立项

（一）申报条件

1.课程（不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已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并至少经过两个学期

或两个教学周期的建设和完善。

2.课程能够准确把握“坚定理想信念，教育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



民、爱集体”主线，结合所在学科专业、所属课程类型的育人要求和特点，深入挖掘

蕴含的思政教育资源，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给。

3.课程注重体现学校办学定位和专业特色，注重价值塑造、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

相统一，科学设计课程目标和教案课件，将思政教育有机融入课程教学，达到润物

无声的育人效果。

4.课程注重课程思政建设模式创新，教学内容体现思想性、前沿性与时代性，教

学方法体现先进性、互动性与针对性，形成可供同类课程借鉴共享的经验、成果和

模式。

5.课程可由一名教师讲授，也可由教学团队共同讲授。授课教师政治立场坚定，

师德师风良好；课程负责人能够准确把握课程思政建设的方向和重点，并融入教学

全过程。教学团队人员结构合理，任务分工明确，集体教研制度完善且有效实施，

经常性开展课程思政建设教学研究和交流，课程思政建设整体水平高。

6.课程考核方式和评价办法完善，育人效果显著，学生评教结果优秀，校内外同

行专家评价良好，形成较高水平的课程思政展示成果，具有良好的示范辐射作用。

（二）评审立项

1.个人申报。申报教师填写《山西师范大学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申报书》(见附件

1)，报送至各学院，同时报送教务处。每位教师只能申报一门本科生课程思政示范课

程或一门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2.学院评审。各学院对申报课程组织评审和公示，并按分配名额推荐至教务处。

3.学校评审。教务处组织专家对推荐课程进行评审，通过评审的课程确立为培育

课程，并立项建设。

4.自 2022年开始，每年立项培育 20门左右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十四五”期间建

成 50门左右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四、考核验收

1.立项课程建设期为 2年，建设期满后学校将依据《山西师范大学课程思政师范

课程验收标准》（见附件 2）对立项课程进行验收和认定。验收合格的课程认定为示

范课程，课程负责人仍需不断完善建设成果，补充新的思政内容，扩大改革试点课

程的受益面和示范性。



2.验收评价分为四等：优秀、良好、合格与不合格。评价为合格以上的课程认定

为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3.验收评价为优秀的示范课程的负责人确定为课程思政优秀教师，颁发课程思政

优秀教师荣誉证书。

4.验收评价为优秀的示范课程，优先推荐申报省级和国家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5.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成效纳入学院年度教学考核体系。

6.验收结项时，课程负责人及团队成员需参加学校组织的研讨示范活动。

五、经费支持与管理

学校对获批立项的培育课程给予 3万元/项建设经费。建设经费分两期划拨，首

期经费 2万元/项，通过验收后划拨二期建设经费１万元。经费主要用于教学大纲修

订、精品课件制作、课程调研、教学资料收集整理、课程门户网站维护、微课视频

录制等。经费使用实行项目负责人制，教务处统一管理，按建设进度专款专用。

附件：1.山西师范大学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申报书

2.山西师范大学课程思政示范课程验收标准

山西师范大学

2022年 5月 18日



附件 1：

山 西 师 范 大 学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申报书

课 程 名 称：

课程负责人：

联 系 电 话：

推 荐 学 院：

二〇二 年 月



填 报 说 明

1.申报课程可由一名教师讲授，也可由教学团队共同讲授。

2.“学科门类/专业大类代码”和“一级学科/专业类代码”请规

范填写。没有对应具体学科专业的课程，请分别填写“00”和

“0000”。

3.申报书按每门课程单独装订成册，一式五份。

4.所有报送材料均可能上网公开，请严格审查，确保不违反

有关法律及保密规定。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程 ○专业理论课程 ○实践类课程

所属学科门类/
专业大类代码

一级学科/专业类代码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开课年级

学 时

学 分

最近两期开课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最近两期学生总人数

教学方式 ○线下 ○线上 ○线上线下混合式

线上课程网址及账号

二、授课教师（教学团队）基本情况

课程团队主要成员

（序号 1为课程负责人，课程负责人及团队其他主要成员总人数限 8人之内）

序号 姓名
院系/
部门

出生

年月
职务 职称

手机

号码

电子

邮箱
教学任务



三、授课教师（教学团队）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情况

课程负责人

情况

（近 5年来在承担课程教学任务、开展课程思政教学实践和理论

研究、获得教学奖励等方面的情况）

教学团队情况

（近 5年来教学团队在组织实施本课程教育教学、开展课程思政

建设、参加课程思政学习培训、集体教研、获得教学奖励等方面

的情况。如不是教学团队，可填无）

四、课程思政建设总体设计情况

（描述如何结合本校办学定位、专业特色和人才培养要求，准确把握本课程的课程

思政建设方向和重点，科学设计本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目标，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

给，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紧密融合等情况。500字以内）



五、课程思政教学实践情况

（描述如何结合办学定位、专业特色和课程特点，深入挖掘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完

善课程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探索创新课程思政建设模式和方法路径，将课程建设

目标融入课程教学过程等情况。1000字以内）



六、课程评价与成效

（概述课程考核评价的方法机制建设情况，以及校内外同行和学生评价、课程思政

教学改革成效、示范辐射等情况。500字以内）

七、课程特色与创新

（概述在课程思政建设方面形成的特色、亮点和创新点，可供同类课程借鉴共享的

经验做法等。须用 1—2个典型教学案例举例说明。500字以内）



八、课程建设计划

（概述今后 5年课程在课程思政方面的持续建设计划、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主

要改进措施、支持保障措施等。300字以内）

九、课程负责人承诺

本人已认真填写并检查以上材料，保证内容真实有效，不存在任何知识产权问

题。如有违反，本人将承担相关责任。

课程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十、申报学院政治审查意见

该课程内容及申报材料无危害国家安全、涉密及其他不适宜公开传播的内容，

思想导向正确，不存在思想性问题。

该课程负责人（教学团队）政治立场坚定，遵纪守法，无违法违纪行为，不存

在师德师风问题、学术不端等问题，五年内未出现过重大教学事故。

学院党委（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2：

山西师范大学课程思政示范课程验收标准
验收要点 验收标准 准备材料

1.课程的思政元素挖

掘及体系化设计情况

1.1结合所在学科专业、所属课程类型的育人要求和特点，清楚说明课程思政的建设

思路，体系化设计整门课程蕴含的思政教育资源，课程思政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课程思政元素挖掘及设计说明。

2.教学大纲修订

2.1在本课程原教学大纲基础上修订教学大纲，注重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衔接

和融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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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目

标描述清晰准确，与知识、能力目标有机衔接。

2.3新教学大纲教学内容要体现思想性、前沿性与时代性，教学方法要体现先进性、

互动性与针对性。

2.4新教学大纲要求从知识教学向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的转换自然和谐；能够有效使

用各种教学方法和手段；能够潜移默化地对学生的思想认识、行为举止产生积极影响。

修订后的教学大纲；上传至门户网站。

3.教案或课件编制 3.1根据修订后的教学大纲编制能体现“课程思政”特点的新课件或新教案。 新教案或新课件；上传至门户网站。

4.教学资料选用

4.1根据教学大纲选用国内外优秀教材或高水平自编教材；

4.2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了丰富有效的课程思政文献资料；

4.3有可行的课程思政实验教材和教学辅助材料，满足教学需要。

与课程思政教育相关的教学资料。

5.教学团队教研、培训

及获奖情况

5.1课程教学团队集体教研制度完善且有效实施,开展课程思政建设教学研究和交流；

5.2课程教学团队成员在院内开展过至少１次公开示范课；

5.3课程教学团队成员参加校内外课程思政教学比赛并获奖。（校外获奖可抵另外２

条）

课程教学团队集体教研情况；开展课程

思政公开课的证明材料；课程思政教学

比赛获奖证明。



验收要点 验收标准 准备材料

6.教学评价情况 6.1学生对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反馈良好，校内（外）同行专家评价良好。

建设期内院领导、教学指导委员会听课

记录；学生的反馈及感悟；校内（外）

同行评价资料等。

7.网站建设

7.1课程须在泛雅平台建设门户网站，并上传课程建设相关资源；

7.2课程门户需提供 10分钟左右的课程说明；

7.3提供不少于５节课的讲课视频;

7.4已有门户网站的课程可在原网站的基础上完善包含思政内容的相关章节。

课程网址。

8.经费使用情况 8.1.已拨付的课程思政示范课程专项经费具体使用情况。
经费预算单；计财处提供的经费使用清

单。

注：验收标准中涉及到的所有内容均须提供证明材料，格式不限，特别注意课程建设中过程性材料的收集、整理、保存。




	山西师范大学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
	山西师范大学课程思政示范课程验收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