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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首义学院

教 学 监 评

简 报
2024年第六期 （总期第四十九期）

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编 2024年 10月 12日

2024年 9月教学运行情况通报

2024-2025学年第一学期首月，全体校领导、各院（部）领导、系（教研室）主任、

专业负责人、辅导员、校外专家、校内督导、教师等开展听课、巡课工作，课堂教学运

行情况平稳有序，师生均展现了良好的精神面貌。

一、课堂教学检查情况反馈

1.学期初教学情况运行有序

本 期 要 点

 2024年 9月教学运行情况通报

 各教学单位教学工作开展情况总览

 《机械工程控制基础》的层次化教学方法探讨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 述浓浓家国情怀

 艺术设计学院召开教师教学经验交流会

 基础科学部制图教研室举办教学研讨会

 马院举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融入思政课集体备课会



2

2024-2025第一学期首月，各级领导干部深入两大校区开展巡课、听课工作，关注

课堂教学真实状态，根据《关于落实 2024-2025学年第一学期各级领导干部随堂听课工

作的通知》（院监评〔2024〕22号），全校各级领导干部和教学督导共 68人于开学第

一周深入教学一线了解课堂教学的真实状态，总计听巡课次数达 282次（根据麦可思教

学质量管理平台提供数据统计）。其中，校领导 10人听课 23次，职能部门领导 28人

听课 44次，教学单位党政领导 22人听课 57次，校级教学督导 8人听课 158次。

据各级领导干部、教学督导听巡课反馈，开学初绝大部分教师教学准备充分、教

学态度认真、授课精神饱满、教学内容丰富，多数教师能有效利用信息化教学手段开展

教学，学生到课情况较好，教学秩序井然。

通过巡听课发现，部分课堂在以下方面需要进一步提升：

1.部分新进教师教学方法、手段有待加强。本学期新进教师增多，部分教学单位安

排新进无教学经验教师新开课或开新课，部分新教师未经系统培训，教学经验和教学准

备明显不足，存在教学内容进度安排不合理、教学设计不充分、信息化教学手段运用不

熟练、教学互动少、PPT设计不科学等问题，建议教学单位要关注和关怀青年教师的成

长，制定青年教师培养培训计划，采用传帮带、教学观摩等措施，加快青年教师教学能

力提升。要加强新开课和开新课教师资格审核，新进无教学经验教师以参与课程教学团

队学习观摩为主，不建议独立承担开新课或专业核心课程。

2.部分课堂缺乏板书设计，部分教师“五带”资料不规范。部分教师整堂课无板书；

个别教师携带的“五带”中教学内容与教学实际不一致、个别教师“五带”格式不规范。建

议教师加强教学设计，合理利用板书设计帮助学生掌握课程重难点；充分发挥基层教学

组织作用，加强教学文档资料撰写的培训和检查，帮助教师养成良好的教学规范。

3.部分教师课堂管理不严格。个别课堂学生抬头率不高，教室中后排学生存在玩手

机、睡觉、聊天等现象；部分课堂教师授课互动少、课堂氛围沉闷。建议教师利用开学

初强化对学生的学习纪律要求，培养学生做笔记、勤思考的学习习惯，合理利用信息化

手段、教学案例、课堂讨论等手段加强课堂互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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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部分教学保障措施有待加强。开学初正值极端炎热天气，部分教室空调制冷效果

不佳，个别教室时钟未校准，建议加强教学设备设施的检修与维护。

截至 9月底，根据麦可思教学质量管理平台不完全统计（部分未录入系统数据未

统计），全校各级领导干部 61人听课 141节次，教学督导 58人听课 255节次，114名

教师开展同行听课 199节次。

二、线上教学平台运行情况

根据超星学习通运行月报统计，2024年 9月，全校活跃课程 949门、上线教师 917

人、上线学生 21105人；自建课程 3367门、新建课程 1024门、课堂活动 522327 次。

教师新增任务点、发布活动、发起讨论、发布作业、发布考试分别为 905、14304、2302、

1959、58个，批阅作业和批阅考试分别为 13640、775人次。学生活动参与和讨论分别

为 508023人次、76466个，完成任务点、完成作业、完成考试分别为 376494、69790、

4238人次 。各教学单位（不含教辅部门）新建课程、上线教师、上线学生、资源上传

情况如下：

各教学单位线上课堂教学运行情况统计表

院系名称 新建课程（门） 上线教师（人） 上线学生（人） 资源上传（个）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157 142 5393 1280
机电与自动化学院 150 124 4070 2043
城市建设学院 106 89 2356 1231
外国语学院 206 108 674 2195
经济管理学院 174 136 3816 498
新闻与文法学院 89 80 3051 462
艺术设计学院 29 91 1753 400
基础科学部 170 71 —— 802

马克思主义学院 88 52 —— 132
合计 1169 893 21113 9043

（陈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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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教学单位教学工作开展情况总览

新学期伊始，为持续优化学校教学工作，各教学单位教师全心投入教学一线。本月

各教学单位迎新、期初教学检查、补考等工作有序进行，重点开展工作情况如下：

一、夯实常规、以查促教，抓好开学“第一课”

为保证新学期教学工作正常、有序进行，各教学单位根据学校文件要求，开展了

期初教学检查。各教学单位领导、专业负责人、教学督导等深入课堂巡课听课，重点检

查教师到岗、教学资料、学生学习状态、教学资源保障、课堂教学基本规范执行情况等，

对巡课听课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确保课堂教学的正常运行。

二、分析研判上学年评教评学情况，持续改进提升教学质量

根据《关于发布 2023-2024学年第二学期校级教师评学调查报告的通知》（院监评

〔2024〕19号）、《关于发布 2023-2024学年第二学期教学质量学生评价校级报告的通

知》（院监评〔2024〕21号）的文件要求，各教学单位对上学年教师评学和教师课堂教

学质量评价情况进行了全面分析，形成了 9个教学单位的教学质量评价调查报告和 7个

学院的教师评学调查报告。同时，各教学单位针对上学年评教评学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了

有针对性的改进意见，有效地促进教学质量的持续提升。

三、强化教学质量监控，开展课程评估工作

根据《关于开展 2023-2024 学年第二学期课程评估的通知》（院监评〔2024〕18

号），各教学单位认真对 2023-2024学年第二学期已结课的新开课、开新课课程以及企

业课程开展了质量评估。部分教学单位召开了评审会，在严格审阅新开课课程教学资料

（含课程 PPT、教案等）、开新课课程评估表、自评报告以及相关支撑材料基础上，结

合校级督导跟踪听课情况及学生评教情况，形成了自评结果提交监评中心。开新课课程、

企业课程校级评估正在专家评审阶段。

四、凝“新”聚力、赋能启航，组织新进教师系列培训会

为帮助新进教师提高师德素养、提升教学技能，尽快融入教学团队，各教学单位

组织了不同形式的新进教师培训会。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为加快提升青年教师队伍素质水平，实施青年教师培养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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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遴选经验丰富的教师与青年教师一一结对，由导师为青年教师量身制定培养计划，

从师德师风、课堂教学、科研学术等方面为青年教师提供指导。9月 26日该院举行优秀

教师分享会暨青年教师拜师仪式，激励广大教师向优秀榜样学习。组织召开 2024年新

进教师考务工作培训会议，对监考工作流程与职责、主考工作流程与职责及主、监考人

员教学事故的处理等主要内容进行了重点解读。机电与自动化学院精心策划并组织了一

系列针对性的培训活动：教学副院长赵燕在教学规范及要求培训中，详细讲解了教学任

务的基本环节、日常教学规范要求，并强调了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实验与实训中心主

任孙琴和超星学习通平台工作人员袁慧老师分别为新进教师带来了实践教学及超星学

习通平台的培训；常务副院长李硕向新进教师宣讲了学校的建校历史、发展历史、办学

定位和特色等。城市建设学院系主任郑莹、凌平平、陈金洪等资深教师结合自身经历，

向新进教师分享了宝贵的成长经验和教学心得，鼓励青年教师要勇于探索、敢于创新，

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外国语学院召开考务培训会，并通过现场测试进

一步巩固了新进教师监考工作的基本流程与技能要求掌握情况。经济管理学院召开新进

教师培训会，院长丁士军回顾了学院建设发展历程，强调学院内涵建设和品牌发展的重

要性，鼓励新进老师积极参与到学院建设当中；党总支书记王慧娟、教学副院长叶小芬、

实验中心主任刘昌华分别从师德师风、实验室建设及安全、教学管理规范及质量保障等

方面进行了培训，期望新老师能够迅速融入学院文化，创新教学方法，关注学生需求，

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人才。

（陈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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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控制基础》的层次化教学方法探讨

在“互联网+”的背景下，《机械工程控制基础》基于混合式教学模式，根据课程

本身的特点，结合授课中存在的问题，分层次调整教学设计环节和实施环节，对《机械

工程控制基础》进行课程设计与建设。

一、授课情况分析

1.课程特点

《机械工程控制基础》是机械类本科专业一门重要的技术基础课。它以控制论为

理论基础，综合了机械工程、数学、物理学、电气及电子等多个学科的知识，覆盖范围

较广，对学生学术基础要求高；同时课程中涉及许多抽象的概念，如传递函数、频率特

性、根轨迹等，且为了分析和设计控制系统，还需要进行大量的数学推导和计算，故需

要学生具备较强的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

2.授课中存在的问题

基于该课程本身的特点，在授课时，学生往往因课程中大量出现的数学推导和理

论分析感到枯燥和难以理解。学生缺乏将抽象的理论知识与具体的机械工程问题联系起

来的能力，导致学习动力不足；而传统的课堂教学以讲授为主，再加上近年来该课程理

论教学学时的缩减，更加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授课过程中，一部分同学

在为日后深造提出课程内容深化的要求，另一部分则希望满足基本的课程需求即可，这

使得学生对学习需求有较大差异，进而导致学生学习情况参差不齐，混合式教学效果不

明显。

3.课程需解决的问题

结合授课情况，本课程亟需解决学生学习兴趣低，自主学习能力差，师生互动差

等问题；同时调整教学方法与策略，重点缓解学生学习情况参差不齐，学习需求差异大

的情况，并提出多元化的评价体系，提高学生对课程的参与度。

二、层次化教学方法设计思路

1.课堂教学层层递进

深度应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利用超星平台建课，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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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知识点的案例收集工作，让学生对授课内容有基本了解，同时培养学生资料收集与分

析的能力；授课时，采用翻转课堂的形式由学生主导完成工程案例的介绍，并分析其与

所学知识点间的联系，加深对课程内容的理解的同时提升学生的表达能力；课后发放基

础作业题（必做）与拔高思考题（选做），用以强化学生对知识的应用，以期拓展学生

的工程思维，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2.能力提升分层规划

引入软件工具Matlab，在学习通上传基础教学视频，以保证学生具备基本的控制

系统搭建能力；在课程进行至中段时，下发不同层次的大作业，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

情况进行选择，以满足不同学生对该课程的应用需求。

三、层次化教学方法实施过程

1.混合式教学夯实基础，提高学习主动性

线上资源是学生对课程内容进行了解的基础。本课程基于超星平台，采用“教师

本人录制视频”+“清华大学-控制工程基础教学视频”作为理论知识的线上资源；同时

根据课程内容，上传相关Matlab 软件的学习视频，为课程的实践应用打下良好基础，

如图 1、2所示。

图 1 教师本人录制视频 图 2 清华大学教学视频

课前要求学生围绕理论知识点开展教学案例收集与分析，目的是提高学生的主观

能动性，将枯燥的理论知识与工程实际结合，加深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该项任务以

组为单位，每个同学根据分工进行案例收集、整理、PPT制作、素材选择、分析汇报等

工作，录制讲解视频上传至学习通分组任务，同时开展组内自评与互评工作，以提高学

生的团队协作能力，见图 3。课中进行翻转课堂，由于课堂时间有限，每次翻转课堂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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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抽取两组进行，如图 4所示。

图 3 章节课前案例收集与评价 图 4 课中翻转课堂

理论课授课时，教师也需注意工程案例的选取应与学生日常生活适配，便于学生

理解，如讲解单位脉冲信号时，选取汽车碰撞来描述该信号的特点，见图 5；同时要将

知识与科技发展同步，即授课案例应与机械工程控制领域发展相契合，如第三章控制系

统时域分析课程导入时，案例选用抵御近期登陆上海台风的阻尼器—上海慧眼，见图 6，

授课案例紧跟实事，让学生直观感受“学以致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图 5 单位脉冲信号举例 图 6 上海慧眼阻尼器案例

课后的拔高思考题基于理论但涉及多种领域的工程问题，培养学生“举一反三”、

“发散思维”的能力。学生可根据自身学情选做思考题，鼓励学生展示自己的分析过程，

加强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培养学生的表达、不怯场及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

图 7 一阶系统拔高题 图 8 学生演示分析过程

2.层次化教学提升能力，满足不同学习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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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设教学分层意向调查问卷，见图 9。将学生对课程需求的差异体现在对不同类型

大作业的选择上，而不同类型的大作业，其验收评价要求也各不相同。对每届调查问卷

进行统计和分析，并根据学生的选择比例优化下一轮教学的大作业设置，见图 10。

图 9 教学分层意向调查问卷

图 10 调查问卷数据统计

大作业共分为三种类型：以“验证性”的学习为主的基础型大作业主要考查学生

基础的软件编程及理论分析计算，用以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运用现代软硬件工具

进行分析的能力，如图 11所示。

图 11 基础型大作业评价及学生作品展示

结合机械专业进行控制平台搭建的应用型大作业，在考查编程能力的基础上，将

机械专业的工程问题与专业特点融入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分析中，有效结合机械建模与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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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程序编写，提高学生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如图 12所示。

图 12 应用型大作业学生作品展示

以提高学生工程设计及研发能力为前提的设计型大作业，要求学生结合当下社会

情况，在感兴趣的领域设计控制仿真平台，如图 13所示。

图 13 设计型大作业学生作品展示

四、层次化教学效果分析

1.课堂气氛活跃，学习主动性增强

通过引导学生进行案例分析、并在课上进行讲解和师生讨论等方式，让学生表达

自己的想法，有效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生对同一工程问题的不同见解和讨论，

极大的活跃了课堂气氛，使《机械工程控制基础》这门课不再“枯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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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师生互动频繁，学生参与度提升

通过线上平台，教师可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动态，在平台上的谈论，师生间也有

及时的反馈，师生间互动和交流较以往传统教学有了更紧密的连接，学生在整个授课过

程中的参与度大幅度提升。图 14为学生观看章节次数及线上讨论情况。

图 14 学生观看章节次数及线上讨论情况

3.“因材施教”，满足学生学习需求

通过基础作业与拔高作业的设置，满足部分同学对学业继续深造的信心；而不同

类型大作业选择，则从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每个学生对课程知识的掌握和学习，做到了“因

材施教”。选择基础型的同学一方面可以完成基本的课程要求，并掌握一定的理论基础

和专业能力，另一方面也不用面临完成传统教学时统一高难度大作业的压力；而选择应

用型或设计型的同学，在保证课程要求的基础上，极大的开发了自己的设计潜能、分析

能力及应对工程困难的能力，同时对于知识的掌握更加扎实牢固。

（机电与自动化学院供稿）



12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 述浓浓家国情怀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

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五千年中华文明薪火相传、连绵不绝，孕育了取之不竭的

故事宝藏；当代中华儿女砥砺奋进，创造着源源不断的故事题材。

选择什么样的故事去讲？如何讲？饶瑜老师在教学实践中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她

充分挖掘教材内涵及脉络，找到与古今中国故事的切入点，让中国文化内涵教育自然渗

透在教学中。她有意识地联系实际，从现实生活中取材，从 China Daily等权威网站选

取新闻故事，通过文本、图片、视频等形式进行语言的输入，通过教师讲解叙事策略，

学生小组讨论或个人呈现等方式，使学生学会清楚生动地讲述中国故事，传承文化精神。

在有效的语言输出中，增强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强化思政育人。

饶老师教学中讲述的中国故事是多样的，是具体生动的。讲具有中国特色、体现

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传统文化故事，讲中国梦的故事，讲当代中国人的故事，

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故事。

在《进阶英语》Unit1教学中围绕“数字经济”的话题，她首先引用 2023年中共

中央国务院《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规划提出，到 2025年，数字中国

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数字基础设施有效互联互通，数字经济显著提升，数字技术创新取

得 重 大 突 破 (Building a digital China is important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the digital era...）”，使学生知晓国情，强化一个充满活力、积极进取

的中国形象。 随后，结合 China Daily的新闻和相关图片，将阿里云为 2024巴黎奥运

会的贡献娓娓道来。云计算首次超越卫星成为巴黎奥运会的主流转播方式，超过三分之

二信号基于阿里云向全球分发。学生真切地感受到数字技术如何改变生活以及中国当前

数字技术迅猛发展。我们可以讲好中国勇于承担国际义务、国际责任的故事，理直气壮

向世界说明中国对全球的贡献，让世界知道“中国好，世界才会好”。接着，观看中国

日报系列视频 Journeys in China中的Digital Dunhuang，了解运用数字技术将莫高窟外形、

洞内雕塑等一切文化遗迹，虚拟在电脑里。学生在惊叹中国数字化技术发展的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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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敦煌瑰宝的美丽，中国历史的博大精深，文化的厚重。最后，延升讨

论，学生自由发言，讲述数字技术如何与农业、工业、交通、公共服务等各领域的融和，

如何赋能各行业实现“数字中国”和“智慧未来”。

在 Unit2 教学中围绕郑和下西洋的视频，引导学生通过抓住“When, where, who,

what, how”信息，讲述郑和的主要事迹，并探讨他做出的贡献，建立平等商贸关系，传

授先进技术，传递文明，加强对外交流。在故事中，学生理解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

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理解了中国自古以来“亲仁善邻”的政治理念、“世界大

同”的美好愿景。在文本阅读中，她引导学生去通过寻找时间标记词，梳理郑和的人生

故事，学会人物故事的叙事和写作策略，并分组讲述孔子、张骞、李时珍等中国名人的

故事。学生在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的过程中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

强了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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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中饶老师还有意识地在英语词汇和短语学习中融入中国故事，引导学生积累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的小知识点。如，利用 make room for sb. / sth. 翻译句子，“该国正在

逐步降低煤炭在能源系统中的比重，为清洁燃料腾出空间。The country is gradually

lowering the proportion of coal in its energy system to make room for clean fuels.”由此讲述

中国优化能源结构的举措。

饶老师认为，高校英语教师应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把“讲好中国故事”作为教

学目标，梳理教材，培养大学生“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

的能力。英语不仅仅是一门外语，更是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媒介，在英语课堂，浓浓

的家国情怀也可以通过英语传递出来。

（外国语学院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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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学院召开教师教学经验交流会

为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新进教师教学质量，提升教师教育教学能力，9

月 18日，环境设计教研室召开新进教师新开课试讲及老中青教师教学经验交流会。环

境设计系系主任游娟、喻蓉、杨雯、商艳云、贺丽等本届青年教师指导导师及全体教研

室教师出席此次会议。本次活动主讲教师有何青、李琛仪、毛飞、杨语嫣四位新进教师。

本次系列研讨活动，以“青年教师培养计划”为契机，切实推动我系“标准化课

堂”建设，为促进我系教师积极钻研新课程能力，不断更新新的教学理念，提高课堂教

学效果，促进教师专业技能发展，提升教育教学水平，更好的为教师在成长过程中提供

锻炼交流平台。

会议开始，系主任游娟首先对前期工作进行了总结，同时对后续工作做好安排，

并指出教师这一职业具有神圣性，老师们要持续打磨上课内容，优化课程教学设计，站

稳三尺讲台，不断提升教学能力和综合素养。

各位新进教师分别开展试讲环节，何青老师讲授的是《中外建筑史》课程，生动

有趣的讲授了希腊建筑的历史及特点；李琛仪老师讲授的是《制图与识图》课程，课程

设计完整，教学过程清晰严谨；毛飞老师讲授的是《乡村改造设计》课程，案例细节丰

富，展现出丰富的实践经验；杨语嫣老师讲授的是《设计表现》课程，整体内容丰富且

完整，与学生互动节奏把握较好。新教师们精心准备，教学设计新颖、方法多样，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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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各自的风采，体现出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教学能力。教学展示环节结束后，各位指导

老师针对试讲教师的表现进行点评，并从教学大纲、教学设计、授课方式、教学技巧、

思政元素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指导，积极为试讲教师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建议优化教学

设计，突出教学重点和难点，同时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与试讲教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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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新教师试讲暨教学经验交流会为教师提供了一个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平台，

新教师的加入为环境设计教研室基础教学组织的教学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今后将持续

推进新老教师“传帮带”的教学相长机制，新老教师携手共进，扎实推进环境设计教研室

的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

（艺术设计学院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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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科学部制图教研室举办教学研讨会

2024年 9月 20日，在大一新生正式开课前夕，工程图学教研室于基础科学部会议

室成功举办了教学研讨会。此次会议旨在为新学期的教学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确保每

位学生都能获得高质量的教育体验。

共享竞赛经验，提升教学水平

黄锦山老师分享了其在今年暑期参加的“全国高等学校教师图学与机械课程示范

教学与创新教学法观摩竞赛”中的获奖经历。他详细介绍了比赛过程中其他高校展示出

的教学资源丰富性及其在创新点上的独特见解，为参会教师供了宝贵的学习机会，促进

了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聚焦教改项目，探索教学新路径

詹梦思老师向大家介绍了本月刚刚获批的校级教改项目：“AIGC技术在土建类制

图课程教学中的应用研究”。该项目旨在教学中引入 AIGC技术，革新传统教学模式，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效率。与会教师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和支持，纷纷提出建设性的

意见，共同探讨如何更好地实施这一教改项目。

（基础科学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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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院举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融入思政课集体备课会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

用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引领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深入推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精神融入思政课，9月 18日上午，马克思主义学院举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融入思

政课集体备课会。学院全体教师参加，副院长张瑾主持。

集体备课会现场

会上，特聘教授李恺从“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推动思政课高质量发展”的

角度，分享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融入思政课的具体举措。她表示，思政课的本质

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重点在于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第一，把“为什么”

的道理讲深刻，启发引导大学生全面、客观认识当前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理解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第

二，把“是什么”的道理讲透彻，引导青年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旗帜鲜

明地纠正错误思潮与模糊认识，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文化自信。第三，把“怎么做”的道理讲鲜活，引导青年大学生将教材与实践

有机结合，深化理解、培养思维，做到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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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聘教授李恺作专题分享

随后，严锴、宋慧、朱曼、孙邵方、王静、王维、黄珊珊等教师先后围绕如何更

好地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形势与政策》《思想道

德与法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等课程进行汇

报，并对授课思路、内容及切入点提出思考。老师们表示，在今后的授课中，将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推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进教

材、进课堂、进头脑，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

严锴以“从历史中去领会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为题作汇报，他提出要将

中国式现代化有机融入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的教学中，让历史和现实能够用

基本原理来解释。宋慧从把握教学要点、强调重点解读、提升课堂互动三个方面阐释了

如何在《形势与政策》课程中开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教学专题。朱曼展示了融

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切入点，并表示在融入教学中，要注重更新教学内容，将

党的最新精神通过理论解读、实践教学与价值引导等多种教学方式相结合，帮助学生深

刻理解全会精神的实质。孙邵方表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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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的内容体系联系非常紧密，要实现有

机融入课堂教学，使党的创新理论在学生中真正实现入脑入心入行，就要从“以学为本”

出发。王静认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可以在讲清楚

“继承与发展”这一理论和实践的逻辑基础上，根据具体内容做出相应的融入，并提出

通过课堂教学，提高学生对于未来大趋势的“认知”和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同”

这一目标。王维提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团队在今后的教学中，为贯彻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将以教学内涵、教学形式、教学宣传推广为出发点，广泛开展

教学创新。黄珊珊表示，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课程教学中，不仅要让学生理

解理论，还要引导他们思考理论在社会实践中的实际应用，帮助他们从中汲取信念和动

力。

最后，就如何高质量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融入思政课，李资源提出三点建

议：一是抓学习，夯实融入基础。思政课教师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务必在学深悟透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上下功夫。二是抓重点，实现有机融

入。在融入过程中要做到对标对表、与时俱进。三是抓方法，提升融入实效。要充分发

挥教师主导、学生主体作用，同时调动两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从而增强大学

生对思政课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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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李资源讲话

此次集体备课会既是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一次深化，又是推动党

的创新理论“三进”工作，切实提升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的具体

实践，为马院教师提供了交流机会和平台，促进了思政课教学方法的研究与实践。下一

步，马克思主义学院将努力使本次集体备课会集聚众智、共同探讨的学习成果转化为实

际成效，着力打造具有首义特色的学生真心喜爱的新时代思政课。

（马克思主义学院供稿）

【本期编辑 刘媛媛 陈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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