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填 报 说 明

1.每个专业均需明确“推荐类别”，只能从“职业教育”、

“普通本科教育”、“继续教育”中选择一个选项填报。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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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专业名称 电子商务 专业成立日期 2003

专任教师人数 16 在校生人数 331

负责

人

姓名 贺盛瑜 职称/职务
二级教授/西

昌学院校长

电子邮箱 heshengyu@126.com 联系电话 13881928879

专业类型 □职业教育 ☑普通本科教育 □继续教育

专业基本情况

（包括专业发展沿革、教师队伍基本情况、学生发展情况等，限 1000 以内）

1.定位清晰，立德树人

电子商务专业成立于 2003 年，2007 年获得学位授予权。本专业立足于解决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和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坚持立德树人，围绕学

校定位，紧紧抓住农村电子商务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和乡村振兴战略带来的重大

机遇，结合农学、信息技术等学科优势，着力于电子商务需要的商务能力、管

理能力、数据分析能力的培养，以学生农村电子商务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为特色，

通过 OBE（基于学习产出的教育模式）模式改革，培养具有正确政治方向、健全

人格和良好的科学素养、文化素养，富有创新创业精神，从事电子商务一线岗

位工作，直接解决实际问题，具备较强职业岗位能力和拓展能力的“下得去、

用得上、干得好、留得住”“四得”人才。

2.价值塑造，四得人才

专业坚持立德树人为导向，在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注重融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家国情怀、法制意识、社会责

任、文化自信、人文情怀、创新创业精神等思想政治元素，让专业课与思政教

育有机结合，避免了只教书不育人的现象，实现了对学生的价值引导、情感传

递和道德示范的作用。电子商务专业一次就业率达 95%以上，选择在大凉山扎根

就业和在异地从事大凉山特色农产品电商、物流的学生超过 50%，有力助推了大

凉山电子商务、物流产业发展。近年来指导学生积极参与创新创业竞赛，在国

家和省级学科创新竞赛中名列前茅。多年来学生参与互联网+、创青春、挑战杯、

三创赛等各类国家级、省级创新创业竞赛获奖 150 余项。先后获得全国第七届



大学生网络创新大赛总决赛特等奖 1 项；获得“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

金奖（奖金 10 万元）1项；2020 年“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总

决赛一等奖 1 项。2020 年获得第十届“三创赛”四川省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4项；2021 年获得第十一届“三创赛”四川省一等奖 3项。

2019 年 12 月，西昌学院电子商务专业获批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开创了

四川民族地区高校电子商务本科人才培养的新局面；《民族地区“信息技术+农

业”应用型人才培养大数据实践创新平台》获得教育部 2020 年新工科研究与改

革实践项目立项；3 个项目获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立项。

2021 年《大凉山电子商务复合型“四得”人才培养改革与实践》获四川省第九

届教学成果特等奖，充分肯定了大凉山电子商务复合型“四得”人才培养改革

与实践的成效，电子商务专业建设再上新台阶。

3.思政引领，成效显著

团队扎根大凉山，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围绕电

子商务精准扶贫和农产品上行等问题，带领学生跋山涉水，走访高山峡谷、深

入大山深处，始终心系农民农村，服务民族地区，把专业知识和农民农村需要

高度融合，有力地促进了大凉山农村电子商务和农产品物流的发展。团队坚持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竭力为大凉山培养电子商务复合型“四得”人才。“西

昌学院大凉山电商教师团队”获评为 2020 年四川省“最美教师团队”。在专业

带头人贺盛瑜教授带领导下，团队快速成长，形成了一支“热爱教学、倾心教

学、研究教学，潜心教书育人”的“双师双能”教师队伍。现有教师队伍中，

正高职称 3人，副高职称 8人；博士 3人，硕士 13 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1

人，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1 人，省级教学名师 1 人，四川省教育系统优秀

教师 1 人、四川省专家评议(审)委员会成员 1 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

家 1人、凉山杰出科技工作者；近三年，有 52 人次参加国内教学和学术交流活

动，邀请国外农业专家到校交流讲学 7人次；双师双能型教师比例达到 91.5%。

电子商务课程思政示范专业教师团队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 联系电话

1 贺盛瑜（专业负责人） 女 二级教授 13881928879

2 马衍阳 女 副教授 15984964219



3 李思 男 教授 13882452304

4 赵振君 女 讲师 15196638540

5 杨克建 男 助教 18380450332

6 蔡昌艳 女 讲师 18228720307

7 汪腾 男 教授 13881581889

8 周伟韬 男 副教授 18981536358

9 龚勋 男 副教授 13684375488

10 任跃斌 男 副教授 18981536718

11 贾林蓉 女 副教授 18989241019

12 陈建军 男 副教授 18981536616

13 陶伟 男 副教授 13980288718

14 刘小俊 男 副教授 13881553680

15 杨琇岚 女 讲师 18215756995

16 陈姜坤 男 助教 18384455555

二、专业建设成果

2-1 专业建设成果

1.强化师资，提升能力素养，打造最美团队

2019年12月，西昌学院电子商务专业获批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在专业带

头人贺盛瑜教授带领导下，团队快速成长，形成了一支“热爱教学、倾心教学、

研究教学，潜心教书育人”的“双师双能”教师队伍。“西昌学院大凉山电商教

师团队”获评为2020年四川省“最美教师团队”，全省高校仅2个团队获评。

2.潜心教研，促进教学改革，创新培养模式

近年来，团队在课程体系构建、教学模式改革、教学质量保障等方面进行了

持续的探索与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改革成效，逐步形成在省内外和国内民族地区

具有一定影响力，特色鲜明、优势明显的人才培养范式。“面向民族地区发展需

求，突出‘四得’人才能力，构建新经管人才培养协同育人体系”立项为四川省

教育厅重点教改项目并于2020年12月顺利结题。经过持续建设与改革，形成了“一

线两点三融四得”新文科协同育人体系，该成果在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攀枝花学

院等推广交流。2021年《大凉山电子商务复合型“四得”人才培养改革与实践》

获四川省第九届教学成果特等奖。2019－2020年，新道数字营销实践教学基地、



《农村电商》课程改革以及“基于‘新文科’建设的管理类大学生职业胜任力培

养模式研究等3个项目获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立项。2019年

《电子商务概论》获批省级一流课程，2020年获批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2020

年《农村电商》课程已建成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已在6所高校1681名学生选修完成

混合式教学；《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教材已完成三校工作，将于4月交付高等教

育出版社审稿刊印。

团队教师近年来获得教学成果奖6项，承担省部级教学研教改项目2项；出版

教材及专著9部；建设本科教学工程项目10项，其中省级8项，校级2项。具体如下：

省部级教学成果奖
序号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等次 获奖人 获奖年份

1
大凉山电子商务复合型“四得”人才培养改

革与实践
省级特等奖 贺盛瑜 2021

2
借鉴工程教育理念构建电子商务专业创新

教育体系
省级一等奖 贺盛瑜 2014

3 电子商务专业建设 省级一等奖 贺盛瑜 2005

4
“三融合，三支撑”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构建

与实践
省级一等奖 贺盛瑜 2018

5
深入推荐产学合作，构建电子商务专业协同

育人新体系
省级二等奖 贺盛瑜 2018

6
竞赛引领，学创互促：地方高校经管类专业

“四四五”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省级三等奖 李思 2018

省部级教研教改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参与人员与贡献 等级 立项年份

1
民族地区电子商务专业政产学研协

同育人机制创新与实践
贺盛瑜（主持） 教育部 2021

2

面向民族地区发展需求，突出“四得”

人才能力，构建新经管人才培养协同

育人体系

贺盛瑜（主持） 省级 2018

3

民族地区“信息技术+农业”应用型

人才培养大数据实践创新平台建设

项目

贺盛瑜（主持） 教育部 2020

4
民族地区电子商务专业政产学研协

同育人机制创新与实践
贺盛瑜（主持） 教育部 2021

出版教材及专著
序号 名称 编著及贡献 出版社 出版年份



1 管理信息系统 贺盛瑜（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2 物流联盟研究 贺盛瑜（主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7

3 四川现代物流理论与实践 贺盛瑜（主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3

4 第三方物流理论与实务 贺盛瑜（主编）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5

5 电子商务概论 贺盛瑜（参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

6 电子政务应用基础 贺盛瑜（主编）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3

7 淘宝网店创业实训 李思（主编）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4

8 电子商务与运营管理 李思（主编）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6

9 ERP 沙盘实训
马衍阳（副主

编）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3

本科教学工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所获教学工程项目 建设年份

1 《电子商务》核心课程（群） 省级创新创业示范课程 2017

2 《电子商务概论》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2020

3 《电子商务概论》 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2021

4 《农村电商》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2021

5 《市场营销学》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2021

6 电子商务专业 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2019

7
“农村电商”课程改革与实践项

目
教育部产学合作项目 2021

8 新道数字营销实践教学基地 教育部产学合作项目 2019

9 《电子商务概论》 校级线上线下混改课程 2019

10 《市场营销学》 校级线上线下混改课程 2019

3.立足凉山，服务地方发展，开展高水平科研

发挥带头人科研示范引领作用，聚焦凉山农村电商与乡村物流，2020年成功

申报国家自科基金项目“深度贫困地区物流与经济耦合协调演变研究——以凉山

彝区为例”以及四川省科学技术厅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四川深度贫困地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科技创新路径研究”；依托四川民族山地经济研究中心、马铃薯

主粮化研究中心以及学校两高计划，申报了“一带一路”背景下凉山州跨境电商

物流发展路径研究等课题，经费合计达75万元。2021年，获四川省第九次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省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序号 项目名称 所获成果 成果完成

人

成果年份

1
西南地区农产品物流与电子商

务精准扶贫融合研究
省社科二等奖 贺盛瑜 2021

2 四川省电子商务行动战略专项 省社科三等奖 贺盛瑜 2017



研究报告及系列论文

3 四川现代物流理论与实践 省社科二等奖 贺盛瑜 2014

4
四川省电子商务发展产业发展

研究（研究报告）
省社科三等奖 贺盛瑜 2014

5
四川攀西地区物流升级与转型

策略研究（系列论文）
省社科三等奖 贺盛瑜 2012

6 物流联盟研究（专著） 省社科三等奖 贺盛瑜 2009

7 电子商务概论（专著） 省社科三等奖 贺盛瑜 2005

4.科学规划，强化实验实训，加强实验室建设

利用现有电子商务专业实验实训条件，开展综合实训工作。2020年采购南京

奥派、浙师大思睿等电商软件，2021年1月份完成电子商务网店运营实训软件、电

子商务技术训练平台软件、跨境电子商务综合实训平台三项重点实验软件平台资

源的云端化部署与专业教师的培训。2021年，“大凉山电子商务实验教学中心”

立项为省级示范实验教学中心。投入1000多万元，建成电子商务直播、短视频编

辑、农村电商虚拟仿真等实训室。

5.协同发展，整合多方资源，强化基地建设

与娃哈哈集团、人人乐成都分公司、京邦达物流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娃哈哈

川南分公司、凉山山里淘公司、会理联智电子商务公司等签署合作协议2020年新

增凉山州商务局、凉山南红玛瑙珠宝有限责任公司、凉山宏林农产品批发市场有

限公司三家实践教学基地。每年双十一期间，电子商务专业的学生赴京东亚洲1

号仓开展为期1个月的电子商务综合实习。实习期满，电子商务专业多名同学被京

东评为优秀实习生，占比超过30%，实习效果显著，学生获得感十足。

6.竞赛引领，突出技能培养，创新创业结硕果

近年来，电子商务专业技能竞赛取得突破性成绩。“学创杯”2020年全国大

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国家级一等奖，2020年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云泽杯”

营销模拟决策竞赛全国总决赛一等奖，并入围2021年亚太企业经营案例分析大赛；

在第十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业及创意”挑战赛四川赛区省级选拨赛

中取得零的突破，荣获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4项；“新道杯”四川高校

数智化人才邀请赛获特等奖1项，二等奖3项。2021年，获“挑战杯”省赛三等奖2

项，“互联网+”省赛银将1项、铜将3项，“三创赛”省赛特将等1项、一等奖2

项。



电子商务专业学生部分获奖名单

序号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等次
指导教

师
获奖年份

1
大凉山手工蚕丝被的网上运营

与推广
全国总决赛一等奖 李思 2013

2
南丝路集团公司系列产品网络

营销与推广—冬桑凉茶

入选第七届全国大学

生创新创业年会展示
李思 2014

3 冬桑凉茶的网上运营与推广 全国总决赛特等奖 李思 2014

4 “云采”电子商务集成应用项目 省级一等奖 李思 2015

5 云采农庄 O2O 项目
入选第九届全国大学

生创新创业年会展示
李思 2016

6 云采农庄 O2O 项目
“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铜奖
李思 2016

7 云采农庄 O2O 项目
“中国创翼”青年创

业创新大赛金翼奖
李思 2016

8 盒叶电商

“中国创翼”青年创

业创新大赛创翼之星

奖

李思 2016

9 黄秋葵综合研发
中国创翼”青年创业

创新大赛创翼之星奖
李思 2016

10 彝鹰团队
“三创赛”四川赛区

一等奖
李思 2016

11 集贸网
“三创赛”四川赛区

二等奖
李思 2016

12 图走天下
“三创赛”四川赛区

三等奖
李思 2016

13 黑松露探秘
“三创赛”四川赛区

一等奖
李思 2020

14 赵一曼故居及其事迹调研报告
“挑战杯”省赛三等

奖
李思 2021

15 阿甘
“三创赛”四川赛区

特等奖
李思 2021

16
四川省大学生ERP沙盘模拟经营

大赛
省赛三等奖 马衍阳 2014

17
四川省大学生ERP沙盘模拟经营

大赛
省赛三等奖 马衍阳 2015

18
四川省大学生ERP沙盘模拟经营

大赛
省赛一等奖 马衍阳 2016

19
全国应用型人才综合技能大赛

金蝶云管理创新杯四川省赛
省赛二等奖 马衍阳 2016



20
四川省大学生ERP数智化沙盘模

拟经营大赛
省赛二等奖 马衍阳 2021

21
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云泽

杯”营销模拟决策竞赛
全国总决赛一等奖

赵振君

马衍阳
2020

22
四川省大学生区块链技术应用

创新大赛
省赛二等奖 赵振君 2021

23 阡陌达
“三创赛”四川赛区

一等奖
赵振君 2021

24 梦想家
“三创赛”四川赛区

三等奖
赵振君 2020

25 星冠 V
“三创赛”四川赛区

三等奖
赵振君 2020

26
“新道杯”四川高校数智化人才

邀请赛
省赛二等奖 赵振君 2020

27
“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

模拟大赛
省赛一等奖 蔡昌艳 2019

2-2 课程思政建设成果

1.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2020 年《电子商务概论》课程建成四川省课程思

政示范课程。

2.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2021 年《农村电商》《市场调查与预测》《 创

新创业课程群》《 消费者行为学》《微观经济学》等电子商务专业 9门课程建成

西昌学院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3-3 教师队伍建设成果



1.内培外引，壮大师资。

借助教育部电子商务教指委和四川省电子商务教指委等平台，强化教师思想

引领，近年来先后组织教师到云南保山学院、福建阳光学院、南京财大、西安交

大、北京物资学院等参加全国性中青年电子商务专业负责人、骨干教师培训共计

20余人次，提升教师教育教学改革能力和专业教学能力，着力打造一支“又红又

专”的高水平教学团队。通过民族地区高层次人才激励机制，引进高水平电商专

业人才，壮大电商团队师资队伍。现有教师队伍中，正高职称 3 人，副高职称 8

人；博士 3人，硕士 13 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1人，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1人，省级教学名师 1 人，四川省教育系统优秀教师 1人、四川省专家评议(审)

委员会成员 2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 1人；近三年，有 52 人次参加国

内教学和学术交流活动，邀请国外农业专家到校交流讲学 7人次；双师双能型教

师比例达到 91.5%。

2.最美团队，服务凉山。

电商教学团队扎根大凉山，厘清专业建设助推乡村振兴的基本思路，提升社

会服务能力。充分发挥地方学校学科优势，对接地方特色农产品生产企业，助力

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服务乡村振兴，实现电子商务专业产教深度融合。以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围绕电子商务精准扶贫和农产品上行等

问题，带领学生跋山涉水，走访高山峡谷、深入大山深处，始终心系农民农村，

服务民族地区，把专业知识和农民农村需要高度融合，有力地促进了大凉山农村

电子商务和农产品物流的发展。2020 年大凉山电商教师团队被评为“四川省最美

教师团队”（全省高校仅 2个）。

电子商务专业教师团队所获荣誉称号

序号 获奖项目名称 授奖单位 获奖人 获奖年份

1 四川省教学名师 四川省教育厅 贺盛瑜 2007

2 四川省教育系统优秀教师 四川省教育厅 贺盛瑜 2004

3 四川省高校优秀共产党员 省委教育工委 贺盛瑜 2005

4 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四川省政府 贺盛瑜 2013

5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国务院 贺盛瑜 2013

6 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 四川省政府 贺盛瑜 2007



7 全国先政议政先进个人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 贺盛瑜 2012

8 全国先政议政先进个人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 贺盛瑜 2015

9 最美教师团队 四川省教育厅 贺盛瑜 2020

10 凉山杰出科技工作者 凉山州委组织部 贺盛瑜 2021

11 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四川省政府 贺盛瑜 2021

12 2018-2020 年参政议政先进个人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 贺盛瑜 2021

13 全国万名优秀创新创业导师 教育部高教司 李思 2017

14 省级高校教指委成员 四川省教育厅 李思 2021

15 成渝双城经济圈“双百导师” 四川省教育厅 李思 2020

16
“创青春”四川省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优秀指导老师
四川省委组织部等 李思 2014



三、示范专业持续建设计划

包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专业培养目标中蕴含的思政元素，“课程思政”课程

建设，专业在制度建设、师资培训、评价体系、质量保障等方面的建设计划内

容，预期取得成效。

1.明晰培养目标，优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坚持“应用性、地方性、民族性”的办学特色，立足凉山、面向四川、辐

射西南，以培养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熟悉农业农村、民族民俗，掌握信

息技术的“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大凉山电子商务复合型“四

得”人才为重点。

通过引入领导人语录、时事热点、政治案例等，引导大学生深刻认识自身

所面临的时代际遇和历史责任；围绕大凉山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人才引留困

难等问题，培养大学生扎根、凉山服务凉山的家国情怀，让电子商务人才在大

凉山“落地生根”；围绕大凉山农产品电商，培养学生对大凉山丰富自然资源

的自豪感和热爱；围绕信息技术、物联网、大数据分析等先进技术手段与电子

商务相结合，增强学生“四个自信”；围绕电子商务法律法规，提高大学生的

法治意识和法律知识水平；围绕职业生涯和职业素养，让大学生认清自我价值

与未来方向，遵守电子商务职业道德。

2. 深挖思政元素，推进“课程思政”课程建设

积极推进《农村电商》《电子商务概论》等省级、校级“课程思政”示范

课程建设。鼓励其他专业课加快课程思政建设，深入发掘专业课程中的思政元

素，力争《跨境电商》《物流管理》《市场调查与预测》等专业课程进入省级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名单。

3.加强制度建设，形成“课程思政”科学评价体系

制度建设上，出台课程思政建设相关规定，形成物资兼备的保障机制和激

励机制。通过各类奖评手段，提高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热情。将“课程思政”作

为课程教学质量评价、“精品课程”、教学成果奖等各类教师荣誉与教学奖的

重要指标，所获奖项作为教师年度考核、绩效发放、职称职务晋升的重要依据，

并用专项经费予以奖励。

围绕课程思政教学质量主线，采取学生评教、督导组督教、教师同行评教、



社会评价等多种形式的监督、评价机制，结合教学管理系统进行教务动态、学

生评教、教学管理文件查询等信息反馈手段，保证了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社

会评价”由社会公开信息、用人单位、学生毕业后、家长四个评价点构成，是

教学质量的反馈点。

4.全面提升教师素养，打造“课程思政”示范教学团队

打铁首先要自身硬。课程思政课教师要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加强教师思

想政治理论和师德教育，强化立德树人教育宗旨。一是通过邀请马克思主义学

院教师对专业实践课教师进行培训等方式，全面提升课程思政教师的整体素质

和能力，增强专业实践课教师对思政元素的敏感性。二是通过对专业实践课教

师开展有针对性的课程思政教学培训与指导，比如开展课程思政集中培训、专

题讲座、教学研讨、集体备课等活动，分享教学心得和经验，探讨课程思政理

念和教学方法，进一步推动专业实践课教师树立课程思政理念、掌握课程思政

方法、提升课程思政能力。

5.构建全过程质量监控，确保人才培养“课程思政关”

（1）管理队伍建设。构建一支由分管教学院领导、教学科、教学秘书、

教研室主任组成的结构合理、素质高、服务意识强的教学管理队伍。

（2）规章制度建设。在学校系统的教学管理制度下，依据电子商务教学

质量国家标准及行业、企业技术标准，制定了针对性的教学管理细则和岗位职

责，保证了教学过程的有序开展。

（3）监控体系建设。构建“四维一体”课程思政人才培养质量过程监控

体系，贯穿学生入学到毕业的全过程。

6.预期成效

（1）以立德树人为引领，打造一支高素质“课程思政”教学团队

坚持立德树人，思政铸魂。持续优化电商专业师资结构，形成一支年龄、

职称、学历结构合理，富有家国情怀，勇于创新的教学队伍。鼓励欠发达地区

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报考博士研究生，更新知识结构、提高学历层次和学术水

平。引进和培养有相关行业背景的高水平教师，聘请高水平校外兼职教师或实

习指导教师，以形成合理的学术梯队。

（2）以课程思政为主线，建设一批高质量的专业骨干课程



力争将《农村电商》建设成国家级、省级“金课”“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共建共享优质课程资源。在慕课、翻转课堂、雨课堂等基础上，与“政产学研”

协同构建“金课”资源共享平台，建设能胜任“课程思政”教学的教师队伍和

教学团队，打造适应服务欠发达地区乡村振兴的紧缺电商人才要求的优质教学

内容，形成学生好学、教师乐教、地方能用、辐射力强“四方互赢”的良好局

面。

（3）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寻找“三全”育人的良好切入点

与时俱进，继续挖掘专业课程思政元素，全面提升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加

强课程思政评价体系和质量保障体系建设，调动教师“围绕课程思政”教学积

极性，为大凉山等民族地区培养政治方向正确、人格健全、身心健康、德才兼

备、知行合一、务实创新、尚美爱劳的社会主义主义接班人。以就业为导向，

突出创新创业能力与素养培养，指导学生参与和投身乡村振兴实践活动。

（4）编写高水平课程思政教材，形成全面配套的教学资源

将课程资源全部在线拍摄成线上课程，扩大育人教学影响。把教材建设作

为电子商务专业教学质量提升和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重要路径,积极参与

国家规划教材的编写，尽量精选教育部统编教材和质高实用精品教材，提高使

用国家规划教材的比例。



四、政策支持及配套保障

我校电子商务专业为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学校已出台系列支持政策，

在教研教改、课程建设、教学团队、“双师双能型”师资队伍、共享资源课

程、教学运行管理等方面充分凸显和保障本科教学的中心地位，鼓励教师开

展教研教改项目研究和实践。学校安排专项经费，切实保障项目研究和实施，

加大学科再造、专业改革和新经管人才培养质量的专项投入，能充分保障项

目研究顺利开展。

项目负责人是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专家，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四川省电

子商务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省突出贡献专家、教学名师，商务部、省

商务厅、省政府口岸与物流办特聘专家。获省级教学成果特等奖1项、一等奖

3项、二等奖1项，是国家级特色专业和省级教学团队负责人，获省哲社成果

奖7项，主持省级精品课程2门。主持国家自科基金等国家级、省部级课题20

余项、横向课题5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项目组成员职称结构、年龄

结构、学历结构合理，长期从事电商相关领域的教学改革与实践工作，研究

方向和工作性质与本课题密切相关。项目组有基础、有实力、有经验，能有

效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五、附件材料清单

1.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教学团队获奖及荣誉称号

3.课程建设成果

4.成果获奖情况

5.师资培训证明

6.指导学生竞赛获奖

7.人才培养质量报告（2017-2019届）

8.媒体报道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