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团队基本情况 

1-1 负责人情况 

姓名 袁  颖 出生年月 1977.06 性别 女 

学历/学位 
研究生/

硕士 

所学专业/所从事

学科领域 

植物学/植物学

教学、教学改革

研究、植物种质

资源利用研究 

政治
面貌 中共党员 

职称/职务 

副教授/

党 政 办

主任 

手机 13881469949  

已获得的

省级及以

上的荣誉

奖励、已完

成的课程

建设与教

学改革成

果 

1.所获荣誉奖励： 

（1）2016年被授予“四川省高等学校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2）2016年被授予“四川省优秀团干部”称号。 

2.完成的课程建设： 

（1）主持建设的《植物学》课程 2008年建设成为省级精品课程； 

（2）主持建设的《植物学》课程 2019 年被认定为省级“课程思

政”示范课程。 

3.所获教学成果奖： 

（1）主研的《实施品牌战略，创建特色专业，培养服务地方经济

的应用型人才》项目获四川省第六届教学成果一等奖； 

（2）主研的《新建本科院校农科类专业合作育人途径的探索与实

践》项目获四川省第七届教学成果二等奖； 

（3）主研的《民族地区大学生禁毒防艾“三层次六结合”健康教

育模式的构建与实践》项目获四川省第八届教学成果三等奖。 

4.指导学生竞赛获奖： 

（1）指导的“新农联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大学生创新创业项

目 2014 年获四川省“创青春”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 

（2）指导的“吾爱吾食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2016年获四川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铜奖； 

（3）指导的“西昌学院青春红丝带志愿团禁毒防艾宣传教育”公

益创业项目 2019年获四川省“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银奖。 



1-2 成员情况 

团队人数（含负责人） 12 ，副高及以上职称占比  75%   。 

序号 姓名 年龄 职称/职务 政治面貌 
团队建设中承担 

的任务及分工 

1 袁  颖 43 
副教授/硕士/学

校党政办主任 
中共党员 

课程群改革总体目标制

定，课程改革研究，课

堂教学，主讲《植物学》。 

2 彭正松 56 
教授/博士/学校

党委书记 
中共党员 

帮助专业教师提升思想

政治素养和思想政治教

育能力，课程改革研究，

课堂教学，主讲《遗传

学》。 

3 郑传刚 48 
教授/博士/农业

科学学院院长 
中共党员 

课程改革研究，课堂教

学，主讲《遗传学》。 

4 代  邹 31 

讲师/博士/学校

党政办秘书科科

长 

中共党员 

混合式教学改革研究，

课堂教学，主讲《农业

生态学》。 

5 余前媛 49 

副教授/硕士/农

业科学学院教学

科科长 

中共党员 
课程改革研究，课堂教

学，主讲《植物生理学》。 

6 清  源 35 

副教授/博士/农

业科学学院副院

长 

中共党员 

课程改革研究，课堂教

学，指导实验实习，主

讲《遗传学》。 

7 罗  强 48 教授/硕士 中共党员 

课程改革研究，课堂教

学，主讲《植物学》《农

业生态学》。 

8 沈  斌 34 

副教授/博士/党

委宣传部综合科

副科长 

中共党员 

挖掘思政元素，帮助专

业教师提升思想政治素

养和思想政治教育能

力。 

9 罗支铁 58 

副教授/硕士/学

校党外知识分子

联谊会副会长 

群众 
课程改革研究，课堂教

学，主讲《植物学》。 

10 任永波 55 教授 中共党员 
课程改革研究，课堂教

学，主讲《植物生理学》。 

11 王洋 30 讲师/博士 中共党员 

混合式教学改革研究，

课堂教学，主讲《植物

生理学》。 

12 皮华强 32 助教/博士 中共党员 

混合式教学改革研究，

《植物学》实验实习教

学。 



二、团队建设基础 

2-1 团队基本情况 

本团队课程建设情况、教学改革与建设效果，团队成员获得的教科研成果和荣

誉等。（相关成果及荣誉请以附件形式体现，并上传至学校官网或课程平台） 

一、团队课程建设情况 

基础生物课程群教学团队现有教师 12名，由专业课教师及思政课教师共同

组成。团队教师政治素质高、师德师风好、业务能力强，坚持扎根教学一线，

积极开展教研教改，以课堂教学为主线，以省级和校级各类教学改革项目为牵

动，以植物生产类专业建设、基础生物课程群建设、实习实训基地建设为重点，

开展教学工作、教学研究和教学建设，成效显著。 

团队主讲及建设的课程包括《植物学》《植物生理学》《农业生态学》《遗传

学》四门课程，课程均为农学、园艺、烟草、园林技术等植物生产类专业必修

的专业基础核心课程，从第一到第四学期连续开设。 

二、教学改革与建设效果 

团队始终坚持服务于学校培养“德才兼备、知行合一、务实创新、体健心

康、尚美爱劳”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总目标，按照植物生产类专业人才培养

目标，围绕达成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课程教学目标，着

力培养学生的理想信念、理论知识、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团队教师积极参加

教学改革与创新，近年来，团队在课程建设、课程思政建设、教学基地建设、

教学方法改革等方面都设定了明确、可行的教学改革目标，开展了相对集中、

具有特色和优势的教学研究和改革探索与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改革成效。 

近年来，团队教师承担省级教学研教改项目 5 项；出版教材及专著 8 部；

建设本科教学工程项目 7项，其中省级 5项，校级 2项。具体如下： 

（一）承担的教研教改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参与人员与贡献 等级 立项年份 

1 

基于扶贫攻坚“三农”人才培

养的校地企协同育人模式的

探索与实践 

郑传刚（主研） 省级 2017 

2 
基于彝族非遗文化传承的大

学生艺术工作坊实践与探索 
袁颖（主持） 省级 2018 

3 
大学生创新创业与教师科研

深度融合模式探索与实践 
袁颖（主研） 省级 2018 

4 服务新时代民族地区脱贫奔 袁颖（主研） 省级 2019 



康协同育人机制的构建与实

践 

5 
新农科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实践 
郑传刚（主持） 省级 2020 

（二）出版的教材及专著 

序号 名称 编者及贡献 出版年份 

1 四川攀西种子植物 罗强（副主编） 2008 

2 四川攀西种子植物（第 2卷） 罗强（主编） 2010 

3 攀西现代烟草农业培训教程 袁颖（参编） 2013 

4 
四川攀西地区现代烟草生产

理论与技术 
郑传刚（主编） 2013 

5 植物学实验实习实训教程 
袁颖（主编） 

罗强、罗支铁（副主编） 
2014 

6 植物生理学实验教程 余前媛（主编） 2014 

7 攀西野生果树 罗强（主编） 2014 

8 四川螺髻山杜鹃花 罗强（主编） 2019 

（三）建设的本科教学工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所获教学工程项目 建设年份 

1 植物学 省级精品课程 2008 

2 植物学 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2019 

3 植物学 校级混合式课程建设项目 2019 

4 植物生理学 省级精品课程 2008 

5 植物生理学 省级应用型示范课程 2019 

6 植物生理学 校级混合式课程建设项目 2019 

7 基础生物实验教学团队 省级教学团队 2008 

三、团队成员教科研成果及荣誉 

团队成员获省级教学成果奖 10 项，科研成果 17 项，指导学生参加创新创

业、专业技能竞赛等获省级奖 3项，获各级各类荣誉称号 10项。具体如下: 

（一）教学成果 

序号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等次 获奖人 获奖年份 

1 
高师院校生命科学专业教学内容和

课程体系改革研究 
省级一等奖 彭正松 2001 



（二）科研成果 

序号 项目名称 所获成果 
成果完

成人 
成果年份 

1 小麦族种质资源研究 
国家自然科

学二等奖 
彭正松 2000 

2 中国隐翅虫科的分类研究 
省科技进步

三等奖 
彭正松 2006 

3 
人工合成小麦优异基因发掘与川麦

42选育推广 

省科技进步

一等奖 
彭正松 2009 

4 
人工合成小麦优异基因发掘与川麦

42系列品种选育推广 

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二等

奖 

彭正松 2010 

5 
马铃薯新品种西薯 1号、西薯 2号高

产栽培生理研究及应用 

省科技进步

三等奖 
袁颖 2016 

6 
特色优质烟叶（红大）生产技术研究

与应用 

州科技进步

二等奖 
袁颖 2015 

2 
开设公选课，提高非生物专业学生的

生命科学素养 
省级二等奖 彭正松 2005 

3 
新课改背景下生物师范生教师教育

技能培养体系的重建与实践 
省级三等奖 彭正松 2013 

4 
“校校协调，四位一体”教师教育实

习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省级二等奖 彭正松 2014 

5 
民族地区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型转型

发展的探索与实践 
省级二等奖 彭正松 2018 

6 
讲习联动、赛训一体、校校协同，“三

位一体”教师技能培养的创新与实践 
省级三等奖 彭正松 2018 

7 
实施品牌战略，创建特色专业，培养

服务地方经济的应用型人才 
省级一等奖 袁颖 2010 

8 
新建本科院校农科类专业合作育人

途径的探索与实践 
省级二等奖 袁颖 2014 

9 
民族地区大学生禁毒防艾三层次六

结合健康教育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省级三等奖 袁颖 2018 

10 
植物生产类专业契合农事的实践教

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省级一等奖 余前媛 2018 



7 
一种马铃薯脱毒苗栽植工具实用新

型专利 

国家实用新

型专利 
袁颖 2017 

8 一种烟草打顶手套实用新型专利 
国家实用新

型专利 
袁颖 2018 

9 西芋 4号 省审定品种 袁颖 2016 

10 西芋 3号 省审定品种 袁颖 2016 

11 科威白 1号 省审定品种 袁颖 2020 

12 
攀西野生番石榴、葛藤资源调查及利

用价值研究 

州科技进步

三等奖 
罗强 2006 

13 攀西种子植物资源调查研究 
州科技进步

二等奖 

罗强 

袁颖 
2008 

14 
攀西地区野生经济植物资源调查与

利用研究 

州科技进步

一等奖 
罗强 2016 

15 
一种以紫茎泽兰为主要原料的平菇

培养基 

国家发明专

利 
罗强 2015 

16 西葱 3号 省审定品种 
罗强 

袁颖 
2013 

17 科威红 7号 省审定品种 
罗强 

袁颖 
2015 

（三）指导学生竞赛获奖 

（四）团队成员所获荣誉称号 

序号 获奖项目名称 授奖单位 获奖人 获奖年份 

1 南充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拔尖人才 南充市政府 彭正松 2003 

2 四川省优秀博士后 四川省政府 彭正松 2006 

序号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等次 
指导教

师 
获奖年份 

1 
“新农联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创

业项目 
省级金奖 袁颖 2014 

2 
“吾爱吾食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创业

项目 
省级铜奖 袁颖 2016 

3 
“西昌学院青春红丝带志愿团禁毒

防艾宣传教育”公益创业项目 
省级银奖 袁颖 2019 



3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国务院 彭正松 2009 

4 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四川省政府 彭正松 2018 

5 四川省高等学校优秀共产党员 
省委教育工

委 
袁颖 2016 

6 四川省优秀团干部 团省委 袁颖 2016 

7 四川新青年 团省委 清源 2019 

8 凉山州优秀教育工作者 凉山州政府 郑传刚 2020 

9 西昌学院“优秀青年教师” 校党委 清源 2020 

10 西昌学院“师德先进个人” 校党委 清源 2020 

（五）团队成员主持的科研项目 

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名称 主持人 
经费 

（万元） 

立项 

时间 

1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小麦雄蕊同源转化成雌蕊

的基因发掘与育种利用 
彭正松 18 2016 

2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利用小麦高密度遗传图谱

定位雄蕊同源转化为雌蕊

基因 hts 

彭正松 39 2017 

3 
科技部国家

重大专项 

长江中上游粮丰工程（水稻

多元化种植水肥耦合高效

利用规律及协同调控机制

研究） 

郑传刚 81 2017 

4 
中国烟叶 

公司 

四川凉山促烟农增收特色

蔬菜花卉食用菌开发及产

业化研究 

郑传刚 41 2017 

5 
四川省烟草

公司 

凉山州促农增收示范基地

建设 
郑传刚 150 2018 

6 
西昌市林业

和草原局 

西昌市林木种质资源普查

服务项目 
罗强 103.5 2018 

7 
盐源县林业

和草原局 

盐源县林木种质资源普查

服务项目 
罗强 95.76 2018 

8 
凉山州林业

和草原局 

凉山州林木资源普查检查

验收及汇总服务项目 
罗强 247 2019 

 

 



2-2 团队课程思政建设所做的工作及取得成效 

主要从课程师资、课程特点以及团队已经开展的相关工作、取得成效等方面进

行阐述。 

一、课程师资 

团队由 12 名教师组成，包括 11 名专业教师及 1 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团队中有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 1 人，省学术带头人 1 人，凉山州学术及技术带

头人后备人选 1 人；教授 4 人，副教授 5 人，讲师 2 人，助教 1 人，高级职称

占 75%；博士 7 人，硕士 4 人，本科 1 人，博士占 58%，硕士以上占 92%；中共

党员 11名，占 92%；团队平均年龄 40岁，团队成员近年来获“四川省高等学校

优秀共产党员”“四川省优秀团干部”“四川新青年”“凉山州优秀教育工作者”

等多项省州校级荣誉称号；团队成员积极开展教学研究、本科教学工程建设工

作以及科学研究，获多项教学和科技成果奖。队伍的政治素养高，师德师风好，

职称、学历和年龄结构合理，教育理念先进，业务能力突出，勇于改革创新，

爱岗敬业，以生为本，理论教学、实验教学和科学研究互通互融，相互促进。 

二、课程特点 

团队主讲及建设的《植物学》《植物生理学》《农业生态学》《遗传学》等四

门课程均为农学、园艺、烟草、园林技术等植物生产类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核

心课，从第一到第四学期连续开设。课程群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开设时间跨度长 

《植物学》在第一到第二学期开设，《植物生理学》、《农业生态学》在第三

学期开设，《遗传学》在第四学期开设。《植物学》是学生进入大学以后接触的

第一门专业类课程，将思政元素融入学生接触的第一门专业课程当中对达成价

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其

他三门课程从第二学期一直延续到第四学期，课程群开设的时间覆盖了学生整

个大学期间的前半程，对持续性开展好课程思政打下良好基础。 

（二）专业覆盖面广 

课程群为植物生产类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核心课，覆盖学校农学、园艺、

烟草、园林技术等所有植物生产类专业，开展课程思政教育面向的学生数量多，

影响面广。 

（三）蕴含极为丰富的思政元素 

四门课程中均蕴含丰富的思政元素，主要包括我国丰富的植物资源、独具



特色的古代园林、悠久的植物资源开发利用历史、古代诗词中以植物言志的传

统，我国的科学家为世界做出的重要贡献，可持续发展理念，生态文明意识，

职业素养等。这些思政元素对在进行专业课程学习的同时加强学生理想信念和

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生态文明教育和职业素养教育具有

重要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教学环节多样 

四门课程包括了理论教学、实验教学、野外实习、实训等教学环节，根据

各个教学环节的特点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将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融合，可

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课程思政开展工作 

（一）团队联通，教师联动 

教学团队由思政课教师与课程群专业教师共同组成，以教学团队为依托，

促进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之间的教师联动以及课程群之间的教师联动。通过集

中培训、集中研讨、集中备课等方式，使思政课教师和专业课教师实现职能互

补、优势叠加，也使课程群专业教师之间有效沟通、课程联动，团队教师共同

把握课程思政切入点，共同挖掘思政元素，共同建设课程思政示范课，打造育

人共同体。 

（二）目标贯通，课程联动 

四门课程在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均以服务于学校培养“德才兼备、知行合

一、务实创新、体健心康、尚美爱劳”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总目标，通过课

程教学，使学生掌握理论知识，达到知识传授的目的；让学生掌握有关实验技

能的基本方法，达到能力提升的目的；强化学生道德品质的塑造和职业素养的

养成，达到价值塑造的目的。在团队的统一协调下，四门课程的任课教师共同

进行梳理，根据不同课程的性质特点以及同一门课程在不同专业中的针对性，

深入挖掘思政元素，建设课程思政案例库，打通各类课程同向同行、协同育人

机制，把知识教育、能力教育与价值塑造结合起来，充分有效发挥各课程的思

政教育功能。 

（三）课堂联通，评价联动 

以立德树人为核心目标，将思政教育元素贯穿四门课程的教学大纲、课程

标准、教学设计等各个方面，融入教学各个环节，具体落实到教学内容、教学

方法、教案设计、教学评价中，根据学生成长发展规律，系统设计思政教育的



递进教学路径，并固化于教学大纲中，使思政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特别

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科学精神教育、职业素养

教育等内容融入所有课堂，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正确价值观传导给学生，使

课堂教学过程成为引导学生学习知识、锤炼心志、涵养品行的过程，实现协同

育人效果最大化。在四门课程的理论及实验教学开设完成后，人才培养方案中

还专门设置了农学基础综合实习，通过综合实习实现四门课程的课堂联通，利

于课程群教师建立课程思政评价联动机制。 

四、取得成效 

通过前期工作，《植物学》课程已于 2020 年被认定为四川省“课程思政”

示范课程，团队的课程思政建设已取得了初步成效。课程群的课程思政教学成

效具体表现在： 

（一）课程成为向学生进行价值引领的重要渠道 

通过课程思政改革充分发挥了专业教学在育人中的主渠道、主阵地地位，

充分体现了专业课程“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

形成“大思政”协同育人的成效。课程中充分挖掘、自然融入思政元素对学生

进行的理想信念和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生态文明教育以

及职业素养教育达到了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得到了学生的普遍认可。 

（二）提高了学生对专业课学习的兴趣和热情 

通过各门课程中我国科学家故事的讲述、与植物相关的古诗词在教学中的

巧妙运用、依托“雨课堂”开展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法的改革，激发了学

生对专业课学习的兴趣和热情，加深了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与记忆，也使“植

物学”课程成为受学生欢迎的专业课程。 

（三）课程考核中加入德育评价，更好落实了专业课程德育教育的价值导

向 

以往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以知识为本位，仅关注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 

“一张考卷定成绩”。通过课程思政改革，将学生在学习全过程中职业素养的提

升、生态文明意识的加强纳入考核内容，强化了对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效果的

检验，更好的落实了专业课程德育教育的价值导向。 

 

 

 

 

 



 

三、课程思政教学资源统计表 

课程名称 授课教师 课程育德目标 
思想政治教育的

融合点 

教育方法和载体途

径 

《 植 物

学》 

袁颖、罗

支铁、罗

强 

爱国主义、社会

主义核价值观、

优秀传统文化、

科学精神、职业

素养 

与思想政治教育

中的爱国主义教

育相结合，增强

同学们的国家认

同感，同时在授

课的过程中传播

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 

讲授、案例、讨论、

课后实践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多媒体 

《植物生

理学》 

任永波、

余前媛、

王洋 

大国工匠精神、

创新精神、科学

精神、职业素养

法治意识 

结合思想政治教

育内容，在课堂

上 讲 好 中 国 故

事，传播中国精

神 

讲授、案例、讨论、

课后实践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多媒体 

《农业生

态学》 

罗强、代

邹 

生态文明意识、

知农爱农新型人

才、法治意识 

契合国家“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

在授课中结合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培

养知农爱农新型

人才 

讲授、案例、讨论、

课后实践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多媒体 

《 遗 传

学》 

彭正松、

郑传刚、

清源 

爱国主义、科学

精神、职业素养 

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

在课堂中融入思

政元素，通过介

绍袁隆平院士以

及其他的感人事

迹，潜移默化中

向同学们传播爱

国主义精神，增

强同学们的爱国

情怀，坚定同学

们的理想信念。 

讲授、案例、讨论、

课后实践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多媒体 

 

 

 



四、团队建设方案 

持续推进团队建设的具体时间安排和详细步骤,包括建设目标、建设机制、建设

措施、预期成果等。 

一、建设目标 

通过三年的建设，教学团队能够全面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

深入挖掘提炼课程群所蕴含的思政要素和德育功能，加快实现“课程教学”向“课

程思政”转化、“专业教育”向“专业育人”转化、“成才教育”向“成人教育”

转化，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建设机制 

（一）持续提升团队教师思想政治素养 

坚持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做好思想引导和行为示范，通过共同学习、共同提

高、共同挖掘思政元素参与建设，提升专业课教师的思想政治素养和思想政治教

育能力。 

（二）培育团队教师“课程思政”新理念 

进一步明确每门课程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三个层面的教学目标，

改变过去专业课只注重“授业、解惑”而忽视“传道”的局面，坚持教书和育人

相统一，强化教师的育人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三）强化团队教师对专业的内在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充分认识 

在教学内容上，进一步选准切入点，把思政元素有机融入到专业教学中，加

强专业本身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教育。 

（四）提高团队教师“课程思政”的教学艺术 

增强“课程思政”的说服力、亲和力和有效性，坚持思政元素自然融入，采

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方法，加入新型教学手段和方法，提高学生的主

动性和参与性，强化德育元素的浸润作用。 

三、建设措施 

计划用 3年时间完成课程思政团队教学团队建设。具体建设措施如下： 

（一）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升团队教师政治素养和课程思政业务能力 

育才先育师，育人者先受教育。团队在建设过程中将把“育有德之人，需有

德之师”作为根本准则，通过集体学习、思政论坛、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专题

培训等形式加强教师培训，把理想信念、师德师风、职业道德、法治教育、心理

健康教育等融入教师的培养中，切实增强教师的“育德意识”和“育德能力”，

养成在课程教学中主动研究和落实“立德树人”的自觉意识，达到进一步加强团

队师德师风建设，提升教师的思想政治素养和课程思政业务能力的目的。 

（二）编制课程思政团队建设方案 

立足学校人才培养特色和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充分挖掘“课程思政”政治

信仰、理想信念、爱国主义、价值理念、道德情操、精神追求、科学思维等七个

方面的德育元素，研究制定本团队课程思政建设方案。 



（三）编制课程群课程思政教学大纲 

根据团队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方案，指导各门课程编制课程思政教学大纲、教

案设计等教学文稿，明确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入点、教学方法和载体途径，以及如

何评价德育渗透的教学成效，大纲应充分体现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衔接和

融合。 

（四）继续建设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根据团队建设目标，深入开展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与实践，总结《植物学》课

程思政成功申报经验，做好其他三门课程的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的申报工作。 

（五）加强团队教师课程思政教学实践 

根据教学目标，融通课堂内外，开展第二课堂课程思政教育、组织与课程思

政教学改革相关的实践活动。 

（六）深入开展课程思政教学研究 

加强课程思政教研教改课题申报，推进教学研究，定期组织开展团队教学研

讨和交流活动，每学年至少组织 2次以上教学观摩课。 

四、预期成果 

（一）团队教师思政素养得到进一步提高 

团队教师全员育人意识不断深化，在专业发展上提升有效育人能力，全体教

师坚定树立“课程思政”的理念，以思想引领和价值观塑造为目标，既教好书，

更育好人。 

（二）取得团队课程思政建设相应教研教改成果 

1.再建设 1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2.建设 1个课程思政品牌实践项目； 

3.每门课程应选编不少于 3 个包含设计方案、实施过程、实施效果的思政

育人典型教学案例，编写课程思政示范案例集； 

4.公开发表课程思政相关教学研究论文 2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