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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师范学院多措并举

推动思想政治工作提质增效

成都师范学院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

论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健全机制、强化技术赋能、

创新育人形式、打造特色品牌，推动思想政治工作提质增效，努

力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一、坚持系统谋划，强力有效推进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由党委书记、校长任组长的“时代

新人铸魂工程”领导小组、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党委常委会集体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将其纳入学校“十四五”

发展规划，形成党政齐抓共管、各部门统筹推进、全校协同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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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思政”工作格局。

二是配齐建强队伍。坚持“专职为主、专兼结合”，在校专

职思政教师师生比和专职辅导员师生比整体达标。出台《成都师

范学院辅导员队伍建设五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成都师范学院

辅导员享受管理六级 B岗校内绩效待遇的认定办法》，单设“思

想政治教育”专项职称序列，在晋升指标上予以倾斜，为思政教

师提供多样化发展路径。

三是健全制度机制。制定《成都师范学院“时代新人铸魂工

程”实施方案》《成都师范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

政治工作任务分解方案》《成都师范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马克思

主义学院建设的实施办法》等，细化工作任务、建立工作台账、

明确责任分工。出台《成都师范学院关于完善绩效工资政策试点

工作的实施方案》《成都师范学院网络思政工作专项经费管理办

法（试行）》，足额保障思想政治专项津贴及工作经费。

二、强化技术赋能，拓展育人空间

一是开拓“智慧”空间。建立新时代师范生师德养成实践教育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配套建设“师范生教师素养测评平

台”“智慧学习空间”，以“智能”赋能师范生师德养成。坚持课程

中引入虚拟情景、模拟讲解等教学手段，课程后通过大数据评估

学生学习效果，打造差异化“教”、个性化“学”、智慧化“评”的师

德教育教学智慧化体系，推动思政教育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驱

动思政课改革创新。建成国家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1门、教学

名师团队 1个，省级“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 1个、示范专

业 2个、示范团队 4个、示范课程 15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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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开拓“科创”空间。以机器人、无人机、智能车等为载体，

以成就展示、创造体验为主线，建设四川 STEAM科创教育科普

基地，将科学普及、科学教育、科学创新融入“大思政”育人体系。

基地承担社会实践活动、科普教育活动等 400余场，辐射大中小

幼学校 100余所，年均受众超过 3万人次。

三是开拓“美育”空间。依托学校美术馆和陶艺、书法等美术

工作室，利用数字化技术，打造现实与虚拟、线下与线上、校内

与校外相结合的“一馆多态”育人场所，挖掘美育中的思政元素，

将美育引入思政教学，借助美育柔性力量化解传统思政教学的僵

化问题，使学生在“沉浸式”教学中感受文化艺术熏染。

三、创新思政模式，推进实践育人

一是构建“思政+学科竞赛”育人模式。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学

科竞赛结合，提高学生专业素养、实践能力、创新思维。近年来，

学生在“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挑战杯”等学科竞赛中累计获省级

以上奖项 31项。

二是构建“思政+志愿服务”育人模式。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志

愿服务结合，帮助学生认识国情、了解社会、服务社会，乡村教

育社会实践成果“果筐学堂”入选教育部 2022 年思政精品项目、

关爱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社会实践成果“信蜂行动”入选教育

部 2023年思政精品项目。

三是构建“思政+主题活动”育人模式。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主

题活动结合，开展红色经典美术作品展、百年党史音乐鉴赏、党

的创新理论知识竞赛、主题征文等各级各类红色主题教育社会实

践专项活动 40余场次，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形式载体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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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打造特色品牌，提升育人实效

一是打造党建品牌。以创建“薪火成师”党建品牌为统领，系

统推进“薪火•领航”“薪火•行知”“薪火•登攀”“薪火•赋能”四大工

程，打造党建品牌和典型案例 15个、凝练优秀支部工作法 74个，

初步形成“一个二级党委一品牌、一支部一特色”的党建引领大思

政育人新格局，获批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 2个、全省高校党建

“双创”培育创建单位 6个、四川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1个、课程思

政标杆院（系）2个。

二是打造实践品牌。着眼“三全育人，五育并举”，加强思政

实践品牌项目建设，“薪火•行知：当代师范生‘中华师道’传承的

实践模式构建与实施”入选“2024 年度高校思政工作精品项目”名

单；“育美、育心、育人：‘一馆多态’美术馆育人模式的创建与实

施”入选“2024年度高校场馆育人作用开发”名单；“四川 STEAM

科创教育科普基地”入选“2024 年度全国高校综合性教育实践体

验基地”名单。

三是打造文化品牌。持续开展“晨读经典•晚书华章”品牌活

动，打造“师道文化走廊”，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厚植广大师生心田。

报：教育部办公厅，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

部、省直机关工委、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省政协教育委员会。

送：各市（州）教育主管部门，各高校，机关各处室、直属事业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