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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理工大学守正创新
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

成都理工大学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建设

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

来，扎根巴蜀大地建设富有“田野”特色的“大思政课”，守正创新

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不断提高思政课针对性和吸引力。

一、聚焦课堂教学，加强理论武装

一是强化理论研究。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

步推进，与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市社科联等共同打造“思政大

讲堂”，先后邀请 90余位知名专家学者举办 105期高水平专题讲

座。学校主要负责同志牵头建立“四级理论研究宣传体系”，以马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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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学院师生为主体，先后组建“党史学习教育”“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等“师生宣讲团”，深入基层宣讲 400 余场次，

直接听众 6万余人。

二是推进课程改革。深化思政课课程群建设，高质量开好“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按照规定开齐开足

开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必修课，开设“五史”选择性必修课程，着力

构建“本硕博一体化”的高校思政课教学体系。开设“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宪法法律”等通识课程。加强课程思政建设，大力挖掘

地质、能源、生态等优势特色学科课程中思政元素，推进课程思

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着力构建“三全育人”大格局，建成国家

级、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20余门。

三是建强教师队伍。传承学校“攀登精神”，组织任课教师集

体备课，主办系列专题培训、教学研讨会，聘请知名专家担任兼

职教授，开展一对一帮扶指导，着力建设一支政治强、情怀深、

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的思政课教师队伍。思政课教

师入选“全国优秀教师”“天府万人计划”、首届四川省“四有”好老

师。

二、打造“田野课堂”，推进实践教学

一是打造“田野”品牌。围绕“大思政课”建设，引入“田野”

教学理念，创设“云端上的课堂”等系列特色“田野课堂”，构建“三

事一场五问七理”田野教学问题链，编写实践教学指导、记录手

册，建成革命传统教育等四大基地群、46 个校内外思政课实践

教学基地，全面推进思政课田野实践教学改革，获国家教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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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1项、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二等奖 2项、全国高校

思政课教学展示活动奖励 3 项，46 支大学生社会实践团队获得

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表彰。

二是打造实践课程。建立党委统一领导，马克思主义学院积

极协调，教务、宣传等职能部门密切配合的实践教学工作体系。

成立思政课实践教学中心，编撰实践教学指导手册，推行实践教

学内容的课程化、标准化、规范化，充实教学内容；构建“实验

实训中心—教研室—教师—助教”四位一体教学管理机制，规范

教学管理； 构建“馆、室、厂、村、社”五位一体实践教学平台，

优化教学场景；丰富教学方法，集成读、讲、唱、演、拍、走等

多种教学方法，丰富教学方式；构建“模块式”田野教学测评机制，

建成“思想政治理论课综合实践”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三是构建育人范式。构建“三三三”实践教学模式，即：打造

“野外基地、虚拟仿真、竞赛检验”新平台，将校内外、课内外、

赛内外实践教学融为一体，形成学用结合、虚实结合、操验结合

的实践强能新范式，提高学生解决复杂问题和创新创业能力。近

年来，2万余名毕业生、8千余名在校生深度参与西部开发、抢

险救灾、脱贫攻坚等，涌现出川藏铁路地质人王栋、全国脱贫攻

坚奖布哈等优秀学子。

三、挖掘特色资源，实现全面育人

一是用活场馆育人资源。依托全国科普教育基地成都自然博

物馆（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四川省高校廉洁文化教育基地“育

廉馆”、川剧艺术传播博物馆、校史馆等“四馆”平台，聚焦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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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和青少年科学素质提升，深入挖掘“四

馆”育人资源，将爱国主义精神、科学家精神、“攀登”精神等思

政教育元素融入科普现实场景，建设高水平“场馆育人”思政课教

师讲解队伍，打造“场馆里的思政课”，创新场馆育人模式。

二是发挥精神引领作用。将地矿行业“三光荣”“四特别”精

神、成理“攀登精神”有机融入思政课教学，充分运用峨眉山、马

角坝等国家级实习基地和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大学生校外

实践教育基地，开展科学精神、报国情怀等实践教育，超过 60%

的毕业生选择服务西部、扎根艰苦行业。

三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扎根西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聚焦“地质/地理+人文社科”研究特色，建设“四

川矿产资源研究中心”“西部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等省级平台，围

绕地方资源、能源、生态和管理等领域的重点政策、社会效益、

现实路径等产出系列重要研究成果，有力推动了国家战略的地方

实践。依托校级重点基地“社区研究中心”，先后与 12个市（州）

社会工作部门签订共建合作协议，牵头完成省级城乡社区治理试

点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开展甘洛县、理塘县“三区计划”项目，为

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撑。参与西藏“贫困县退出”评估，被国务院

扶贫办评为“第三方评估先进集体”，获“四川青年五四奖章集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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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