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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思政的内涵与特点

为了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

养人这个根本问题，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形成思政教

育大格局，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全面实施课程思政教

育教学改革。

（一）课程思政的提出及发展

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

话，指出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

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2017 年 5 月，在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五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

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课程思政”正式写入了《意见》。意见指出

健全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掘各门课程中的德

育内涵，加强德育课程、思政课程建设。12 月教育部印发文件《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指出，大力推动以“课程思政”为目标的课堂教学

改革，优化课程设置，修订专业教材，完善教学设计，加强教学管理，梳理各门

专业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融入课堂教

学各环节，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体系教育的有机统一。

2019 年 10 月，教育部印发《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指出深

入挖掘各类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建设适应新时代要求的

一流本科课程。

2020 年 2 月，教育部印发《高等教育司 2020 年工作要点》，指出要研制发

布《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召开全国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工作推进会；选

树一批课程思政先行高校，打造课程思政建设典型；推出一批课程思政示范课、

教学名师和团队，建设一批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及时总结提炼课程思政

建设的新成果、新经验、新模式。

2020 年 5 月，《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正式发布，为课程思政建设

的具体实践指明了路径。

（二）课程思政的内涵

所谓课程思政，是指发掘高等学校各门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所

—1—



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融入课堂教学各环节，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体系

教育的有机统一，落实所有教师肩负的育人职责，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

思想政治教育大格局。

（三）课程思政的特点

新时代的课程思政有着诸多特点，对这些特点的把握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

解什么是课程思政，从而在实践中更有效地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1．课程思政建设的基础在“课程”。没有好的课程建设，“课程思政”功

能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为此，尊重课程建设规律，切实强化课程建设管

理是“课程思政”建设的根本基础。课程建设是高校教学改革建设的一项重要内

容，课程的教学实施则是教学的常规性工作。无论在课程建设还是课程教学组织

实施、质量评价体系建立，应注重有意识地将“价值引领”功能的增强和发挥作

为一个首要因素；在教学过程管理和质量评价中将“价值引领”作为一个重要的

监测点指标。具体而言，在培养方案、教学大纲等重要教学文件的审定中要考量

“知识传授、能力提升和价值引领”同步提升的实现度；在一流课程等项目的遴

选立项、评比和验收中应设置“课程思政”评价指标；在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标准

的制定中应设置“立德树人”“意识形态”的观测点。

2．课程思政建设的重点在“思政”。没有好的“思政”教育功能，课程教

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从而导致课程教学中知识传授、能力培养

与价值引领之间的割裂甚至冲突。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正是针对这一高校课程

体系和教学实践中长期存在的“痛点”，强调所有教师都有育人职责，每门课程

都有育人功能。不同课程在人才培养方案中都有其独特的作用，不同专业不同课

程也有其自身建设的规律和要求，实施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正是在尊重课程

自身建设规律的前提下，在实现课程的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等基本功能的基础上，

挖掘并凸显其价值引领功能。这就要求高校开设的所有课程都应以课程思政的新

理念为指南，每日“三省吾课”，不断反思育人功能的达成情况，在反思中改进，

充分挖掘课程的思政功能，不断优化课程建设。

3．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在教师。教师是教书育人实施的主体，也是课堂教

学的第一责任人。课程思政建设要靠教师去落实，首先考验的是教师的思政意识

和育人能力。建设一支具有育人自觉且较强育人能力的教师队伍，是确保所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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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同向同行、协同育人”的人才资源保障。通过对教师的培训培养，切实增强

教师的思政意识，培养和提升教师的育人能力，进而养成在课程教学中主动研究、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自觉意识。还可以通过教学交流、教学研讨、教学竞赛

加强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影响，互相借鉴、同向同行。

4．课程思政建设的重心在院系。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既要求转变教育

观念，也要求优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而且涉及全校各类各门课程，并不

局限于某些个别专业点，因此，对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布局、教学活动组织都带来

了新的问题和挑战，需要建立起上下贯通、多元参与的运行机制。学院落实课程

思政建设任务，要在培养方案重构、教学大纲修订、专业建设和课程改革、教学

管理和考核等方面得到具体实施，发挥直接作用。这样，才能确保将各门课程“同

向同行、协同育人”的理念和举措真正落到实处。

5．课程思政建设的成效在学生。学校一切教育教学活动的根本目的在于培

养出更高质量的人才。因此，课程思政改革的效果如何，最终必须以学生的获得

感为检验标准。一方面，高校要坚持成果导向理念，从学生毕业标准出发来制订

并实施教学方案和计划的思路；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学生学情的研究。课程思政

教学方案要立足学校办学定位、基于人才培养特色、针对学生思想特点，有的放

矢地设计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方法、制定评价标准，是保证“课程思政”实施效

果的一个重要原则。在实施过程中还要通过课堂反思、课程评估、教学满意度评

价和毕业生调查等方式不断检验成效，不断改进课程思政实施的方法和手段，持

续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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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思政建设目标

课程思政建设的总体目标是：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思想政治教育贯

穿人才培养体系，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

具体来说：

1.从课程的教学目标来说：学校开设的所有课程必须具备知识传授、能力

培养和价值引领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也就是说，所有课程都应该在科学确定知

识目标、能力目标之外设置育人目标，发挥育人功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

所有课堂都是育人的主渠道，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

2.从课程的教学过程来说：所有课程都要深度挖掘本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

教育元素和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要将课程思政融入和落实到课程目标设

计、教学大纲修订、教材编审选用、教案课件编写各个方面，贯穿于教学教改、

课堂教学、实验实训、作业论文等各环节。

3.从课程的教学性质来说：课程思政不是一门特定的课程，而是一种教育教

学理念，一种思维方式和价值导向，不是取代各门基础课、专业课。基础课、专

业课教师的主要功夫还是要下在自己所教的基础课、专业课上，但是在做好知识

传授的同时，也要守土有责，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有意、有机、有效地对学生

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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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关键在于挖掘各类课程中的思政元素，把做人做事

的基本道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实现民族复兴的理想和责任自觉融入

到教学之中，在知识传播中实现价值引领，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

之中，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将显性教育和隐性教

育相统一，形成协同效应，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

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

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

成果，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

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回答了新时代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新时代的精

神旗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各类课程教学中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

人，引导学生了解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增强对党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

情感认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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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当代中国政治观念

1．中国梦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

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国家、民族和个人作为一个命

运的共同体，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每个人的具体利益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当把中国梦的重大意义和精神实质融入到教育教学之中，

将一些爱国人士为国奋斗的先进事迹穿插其中，为学生树立榜样，引导学生把个

人梦融入民族梦，以“我的梦”托起中国梦，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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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意识”是指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政治意识要

求从政治上看待、分析和处理问题。大局意识要求自觉从大局看问题，把工作放

到大局中去思考、定位、摆布，做到正确认识大局、自觉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

局。核心意识要求在思想上认同核心、在政治上围绕核心、在组织上服从核心、

在行动上维护核心。看齐意识要求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

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

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在《法律职业伦理》等课程教学中，要将“四个意

识”融入教育教学，增强学生“四个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

3．四个自信

“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

信。道路自信是对发展方向和未来命运的自信。理论自信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

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真理性的自信。制度自信是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制度优势的自信。文化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先进

性的自信。在《中国贸易概论》等课程教学中，引导学生关注经贸时事，进行原

因分析及政策解读，可结合中国举办进口博览会等案例，介绍中国经济建设取得

的巨大成就，把握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引导学生坚定“四个自信”，厚植学生

爱国主义情怀，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

4．两个维护

“两个维护”是指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两个维护”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

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是最根本的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在《立法学》、《宪法》等课程教学中，教师要结合相关教学内容，

通过相关案例，引导学生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国家安全意识

国家安全意识是指公民在履行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方面所应具

备的观念和总和，主要包括爱国主义精神、国家利益至上观念、法纪观念、敌情

观念、保密观念、安全防范观念等。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选择

与之相切合的国家安全意识观念，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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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当今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政治多极化、经济

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潮流不可逆转，各国间的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

但也面临诸多共同挑战。粮食安全、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网络攻击、人口爆炸、

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对国际秩序和

人类生存都构成了严峻挑战。不论人们身处何国、信仰如何、是否愿意，实际上

已经处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中。一种以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为目的的全球价值观已开

始形成，并逐步获得国际共识。例如，在《影视编导》课程中，介绍《流浪地球》

中体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让学生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9．法治意识

法治是贯彻法律至上、严格依法办事的治国原则和方式，法治要求作为反映

社会主体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并在全社会得到有效

的实施、普遍的遵守和有力的贯彻。法治作为治国的方式，要求整个国家以及社

会生活均依法而治，而不是靠任何人格权威。当前，中国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教师应具有法治意识，法治思维，做遵法、守法的模范。同时，在《药

事管理与法规》、《药品质量管理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等涉及管理规范类

的课程中应突出法治观念，提升学生法治意识。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包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

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的价

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

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

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

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

教师要结合专业知识教育引导学生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

提高个人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修养，自觉把小我融入大我，不断追求国家

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和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自觉行动。

1．爱国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激励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新

—8—



时代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在各类课程教学中，教师可以结合课程内容，充

分利用我国改革发展伟大成就、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活动等来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

情怀，让爱国主义精神在学生心中牢牢扎根，成为每一个学生的坚定信念和精神

依靠，坚持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使学生培养爱

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让爱国主义精神发扬光大。例如，在机



自觉树立诚信意识。

4．友善

友善的本义是指像朋友一样的友好和亲近，崇友善良是每个人所应具备的主

要道德品质，作为一种公民道德规范，善良友好是维持良好的公民伦理关系，维

护和谐的社会交际秩序的前提与基础。在具体内容上，友善大致可以理解为人与

人之间的交往要做到善益、和气、宽厚、平等。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

济压力越来越大，利益竞争更趋激烈，社会矛盾和社会分歧增多，友善则是社会

各阶层和各行业的人们达成共识、融洽相处的前提性条件。友善意识是大学生所

必需且必备的素质。友善教育既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积极乐观、宽厚待人、真诚、

正义的性格，也有利于培养大学生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的能力。如在《公共关系

学》、《社交礼仪》等课程中融入友善意识，对提升大学生进入社会处理各种人

际关系，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以积极正确的心态去面对生活和工作中的一切困

难和挑战都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三）新时代需要的精神品质

1．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就是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理性精神，基本概括为批判

和怀疑精神、创造和探索的精神、实践精神等。在所有课程的教学中，教师都要

积极引导和培养学生树立科学精神，以科学精神追问世界、探讨人生，从而确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微生物学》教学中可在适当的教学内容中

结合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从科学的角度分析如何看待对本次疫情、如何正确防护

等。在列举素材时也可展现在疫情中体现的科学精神。在实践类课程中培养学生

科学严谨、实事求是的作风，紧抓学生操作过程的严谨性和实验结果的真实性。

2．探索精神

探索精神主要由对事物的好奇，对知识的兴趣、爱好以及对真理的追求三个

要素构成。探索精神是改革创新的出发点，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对学生今后的学

习和工作有着重大意义，并且对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

在各类课程教学中，教师应当结合课程内容，激发学生对知识的兴趣，尤其要注

重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引导学生追求真理，探索未知。大学的实践类课程，既

有验证性，又有探索性，教师要引导和培养学生用所学知识和实验技能去分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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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鼓励学生大胆质疑、相互争论、敢于突破，从而达

到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目的。

3．人文精神

狭义的人文精神是指人的价值取向。它以知识精英为导向，倡导独立的人格

和对社会的关怀。它以人为核心，反映了时代进步的趋向，是具有积极性质的思

想状态。所谓价值取向，就是人们对生命的价值、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的理解。

它包括人的独立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批评精神。广义的人文精神指人文

状态。它不仅包括狭义的人文精神，还泛指上层建筑中一切对人类自身言行有所

教化与制约的东西，诸如道德、法理、俗规、人文主义。例如，在《中国古代文

学》教学中，可结合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人生追求、杜

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忧国情怀等内容，带领学生感受先人的人文情

怀，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人文精神。

4．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是体现产品的制造者对自己生产的产品精雕细琢、不断完善，追求

产品质量完美无瑕的精神。理工科和实践类课程是不断实践操作、不断提升自己

理论水平和操作技能的课程，在课程学习过程中融入工匠精神，让学生在学习和

实践过程中逐步养成一丝不苟、精雕细琢的习惯，使其在后续工作中成为具有工

匠精神的人。在《机械工程认识实习》等实践类课程中树立实习单位标杆人物，

为其他学生树立学习的榜样，也可通过观看《大国工匠》等相关纪录片来感受工

匠精神，培养学生工匠意识。

5．奉献精神

奉献精神是对自己事业的不求回报的爱和全身心的付出。对个人而言，就是

要在这份爱的召唤之下，把本职工作当成一项事业来热爱和完成，从点点滴滴中

寻找乐趣；努力做好每一件事、认真善待每一个人。在各类课程教学中，教师要

结合课程内容，充分利用能够彰显奉献精神的经典案例，比如新冠疫情中医护工

作者、警察和社区志愿者的例子，通过他们勇敢逆行和无私奉献的生动事迹来激

发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培养学生的无私奉献精神。

6．拼搏精神

拼搏精神是指在一定的理想、信念驱使下，人的拼命争取、全力搏斗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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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比如中国女子排球队在世界排球赛中，凭着顽强战斗、勇敢拼搏的精神，

五次蝉联世界冠军，为国争光，为人民建功。她们的这种精神，给予全国人民巨

大的鼓舞。在教学过程中，结合相应课程鼓励学生发扬拼搏精神，树立学生积极

进取意识，培养学生顽强奋斗精神。体育课程教学中，可以很好地将拼搏精神融

入其中。比如在体育比赛中如果遇到失误、犯规等情况，老师在赛后总结时，可

以教育学生学习“中国女排精神”，正确面对挫折，教育学生在学习、训练和比

赛中要有顽强拼搏和永不言败的精神。

7．劳动精神

劳动精神是每一位劳动者为创造美好生活而在劳动过程秉持的劳动态度、劳

动理念及其展现出的劳动精神风貌。新时代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大

力宣传劳动模范和其他典型的先进事迹，引导广大学生树立辛勤劳动、诚实劳动、

创造性劳动的理念。劳动可分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实践类课程不仅是对理论

知识的验证，有的实践实验本身就是体力活，需要学生有勇于吃苦的品质。在实

践实验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在解决困难和迎接挑战中，学生可以体

验到劳动自身发展的重要意义；在课程设计过程中，不仅要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

品质，更应该注重培养学生原创性劳动的素养，让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成为学

生学习的一种习惯。

8．公德意识

社会公德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是维护社

会成员之间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秩序、保证社会和谐稳定的最起码的道德要求。社

会公德的主要内容有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在

实践教学中，教师应当着重培养学生的公德意识，教育学生在言行中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例如，《设计素描》课程在外出写生、专业考察等过程中，应严

格要求学生遵守社会公德，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教师用实际行动引导学生爱护

公物、遵守社会秩序、保护环境、履行社会职责，在掌握专业技能的同时，提高

学生的思想觉悟和综合素质。

9．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不是在一般的社会实践意义上形成的，而是在特定的职业活动中形

成的，是与各个行业的职业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是人们在长期职业活动中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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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提炼出来的。它所规范的是该行业从业人员的职业行为，因而职业道德具

有鲜明的行业性。大学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其对社会的作用不仅仅取决

于个人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也取决于个人的职业道德素质。大学生在校期间应以

专业为依托，各门课程协同发力，帮助大学生明确职业活动的基本规范，从而提

高自己的职业认知能力、判断能力，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

10．创新意识

创新意识是指人们根据社会和个体生活发展的需要，引起创造前所未有的事

物或观念的动机，并在创造活动中表现出的意向、愿望和设想。它是人类意识活

动中的一种积极的、富有成果性的表现形式，是人们进行创造活动的出发点和内

在动力。大学课程，既要有知识性，又要有探索性。教师主要的任务是引导和培

养学生用所学知识和实验技能去分析问题，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鼓励学生大

胆质疑、相互争论、敢于突破，从而达到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目的。每门课程都

可在教学、实践（实习）过程中强化学生创新意识，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在《工

程力学》、《结构力学》、《土力学》、《港航工程施工》等课程讲解中可融入

港珠澳大桥建设的中国之最，比如“半钢性管节结构体系”、“深插式钢圆筒围

护快速成岛工艺”，等等。教学过程中还可进一步讲解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如

“共设 5大课题、19 个子课题、73 项课题研究，取得项目创新工法 31 项、创新

软件 13 项、创新装备 31 项、创新产品 3项，申请专利 454 项。”通过这些内容

的介绍，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

11．协作意识

协作意识是指个体对共同行动及其行为规则的认知与情感,是合作行为产生

的一个基本前提和重要基础。协作意识需要通过共同完成任务、共同承担责任以

及共同分享成果等过程培养。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安排课程实验、社会

调研、社会服务等活动培养学生之间的协作意识。例如，在《社会学概论》课程

中介绍什么是集体行为以及集体行为的类型等内容时，可以列举抗击疫情中武汉

封城事例，培养学生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团队合作意识。

12．责任意识

责任是一个人做某事或以一定的方式行为的职责或义务。对责任的承担就叫

做负责，人必须承担一定的职责和任务，这是由人的社会属性所决定的。为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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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服务，即承担自己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职责和任务，这既是个人的生存手

段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又是维系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最基本

的纽带。例如，在《审计学》课程中，审计产生于经济监督的需要，开展审计实

践活动时，要具备责任意识，清楚明了地知道什么是责任，并自觉、认真地履行

社会职责和参加经济监督实践活动过程中的责任，把责任转化到行动中去。

（四）新时代海洋意识

1. 海洋文化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陆地可供开发资源的减少，世界各海洋大国之间在海洋

经济、科技、海权等方面的竞争日益激烈。而这种种激烈竞争的背后，体现的是

海洋文化的竞争。不同的海洋思维、海洋意识、海洋观念等文化因素，决定着竞

争的格局和态势，决定着竞争的成败。例如，在讲解《海洋科学导论》、《海洋

测绘》等课程时，深入发掘其中的海洋文化内涵，将海洋思维、海洋意识、海洋

观念等融入到课堂讲授中，让学生了解海洋文化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性，增强学

生的文化意识和爱国意识。

2. 海洋强国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

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海洋强国既要体现海洋对国民

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也要体现海洋的可持续发展。既要注重海洋国防，又要注重

海洋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作为海洋大学应强化对学生海洋意识和海洋强国教育，

凡涉海专业都应认真领会海洋强国战略，更好发挥专业优势，为建设海洋强国提

供强大的技术支撑。例如，在《港口装卸工艺》课程中，可通过考察连云港港口

集团装卸工艺技术改造提升港口的吞吐量的和青岛港无人码头的首创 5G 技术远

程吊车操作等先进技术，强化学生海洋强国意识，激励学生为海洋强国梦做出自

己的贡献。

3. 海洋精神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海洋精神是中华民族新的力量之源。海洋精神包括

舍家离乡的忘我情操，吃苦耐劳的禀性品德，俭朴谦恭的品行操守，海纳百川的

广阔胸襟，以苦为乐的奉献情怀；以及放眼四海的广博胸怀，勇立潮头的冒险精

神，战风斗浪的拼搏精神，放手一搏的神勇气概，永不放弃的顽强意志。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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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的讲授过程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把海洋精神融入教学。例如，机械类课

程在讲授造船技术时，可以列举明朝闭关锁国使我们国家造船技术落后的例子，

激励学生以史为鉴，学好专业知识，为我国的海洋事业添砖加瓦。

4. 海洋经济

海洋经济一般包括为开发海洋资源和依赖海洋空间而进行的生产活动，以及

直接或间接开发海洋资源及空间的相关产业活动，由这样一些产业活动形成的经

济集合均被视为现代海洋经济范畴。主要包括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

船舶工业、海盐业、海洋油气业、滨海旅游业等。例如，在讲解《西方经济学》

等经济类课程时，把海洋经济思想融入其中。一方面，为课堂教学提供海洋经济

方面的案例，使课程更加饱满生动；另一方面，拓宽学生眼界，让学生了解到包

括海洋经济在内的更多层面的经济范畴，从而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方向，比如

海洋经济领域的岗位等等。

5. 海洋生态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全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本目标是建

设美丽海洋。海洋生态文明的核心命题在于“形成并维护人与海洋的和谐关系”，

既不是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必须保持海洋的原本状态，也不是海洋的发展变化完

全服从于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而是人的全面发展与海洋的平衡有序之间的和谐

统一。例如，在讲解《海洋生态学》时，可以围绕如何坚持陆海统筹和大力构建

人海和谐共生共存共荣关系，如何在绿色发展理念的引领下蹄疾步稳地迈向依海

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培养学生的海洋生态

意识。

6. 海洋科技

海洋技术包括海洋探测技术和海洋开发技术，海洋开发技术是核心。现代海

洋技术是20世纪50年代后围绕着海洋探测技术和海洋资源开发技术两个方面的

变革发展起来的，是当代新兴的科学技术之一，同样是一门涉及许多门类的综合

性学科。其中包括海水淡化、深海探测、海洋遥感等多项技术分类。在课程教学

中，可以在海洋、测绘、机械等与海洋科技关系紧密的专业课程中，挖掘和阐释

其中所蕴含的涉海元素，另外，也可以在其它专业课程中融入海洋科技元素，打

破专业壁垒，开拓学生眼界，丰富学生的海洋知识。例如，在讲《制图与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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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以安排学生对波浪、波长、波速、波峰、波长、潮汐时差、水深、泥沙淤

积程度等进行实地测绘，提高学生对遥感、GPS等技术的熟练使用程度，进一步

深入了解和使用海洋技术。

7. 海洋权益

海洋权益属于国家的主权范畴，它是国家领土向海洋延伸形成的权利。20

世纪 90年代，我国颁布两部海洋法规，将海洋权益概念引进国家的法律中。此

后，海洋权益作为一个崭新的法律概念，开始为人们所关注。在涉海专业课程教

学中，融入海洋权益以及海洋法规等知识点，一方面使学生知晓国家在领海区域

享有哪些权利；另一方面促使学生学好用好专业知识，为国家在海洋上获得更多

的利益。另外，在法学课程中，引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与海洋权益相关内

容，使学生熟知海洋法，并且在领海主权等内容的讲解时，也可培养学生的爱国

情怀。

8.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21нм

“�õ�ìнм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A0%E8%BF%91%E5%B9%B3/51561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C%E7%9B%9F/168517


考。培养并不断提高历史思维能力，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在要

求。例如，在《微生物学》课程中，通过介绍中国的微生物史，来培养学生的历

史思维能力。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上微生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追溯中国历史

上关于微生物的史实，以史为鉴、知古鉴今，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比如，

中国利用微生物进行酿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两千

六百年前发明了制酱技术；《齐民要术》记载了谷物制曲、酿酒、制酱、造醋和

腌菜等方法。

2．整体与部分

整体，指整个集体或整个事物的全部；部分，指个体里的一些成员或整体中

的局部。两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的。后者离不开前者，如果离开

了，其自身也就失去了它的性质和意义。“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强调

的是整体对部分的统帅作用和决定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在一切活动中都应该要树

立全局观念，办事情要从整体着眼，寻求最优目标。例如，在语言类课程中，引

导学生从整体把握语言类课程的学习。学习一门语言，不仅仅是掌握单词、句型，

还需要了解对象语言的语法，深入认识对象国的历史文化背景等。

3．必然与偶然

必然与偶然是揭示事物产生、发展和衰亡过程中的不同趋势的一对范畴。必

然是指事物联系与发展中确定不移的趋势，在一定条件下具有不可避免性。偶然

是指事物联系与发展中不确定的趋势。事物的发展既包含着必然的方面，也包含

着偶然的方面。例如，在《遗传学》课程中，介绍 DNA 双螺旋结构的案例时，引

导学生正确认识必然与偶然这一对范畴。在低渗处理细胞获得比较好的染色体分

裂相时，虽然这可能是技术人错配了试剂，但经过徐道觉反复实践终于获得了正

确的染色体研究方法，显示偶然（配错试剂）中蕴含着必然（反复实践）。

4．实践与认识

实践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活动，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是人的认

识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也是真理与价值统一的基础。实践是人类能动地改造世界

的社会性的物质活动，具有直接现实性、自觉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三个基本特征。

认识的本质是主体在实践基础上对客体的能动反映，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对

认识本质的科学回答。人的认识过程是一个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深化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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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表现为实践基础上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具体认识过

程；又表现为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循环往复和无限发展的总过程。

例如，在《自然地理学》课程中，通过讲解李四光对中国第四季冰川的考察的事

例，让学生了解实践能改变错误的认识。冰川分布是研究地质构造的重要依据，

一批外国地质学家断言“中国没有第四纪冰川。”李四光在这样的断言下，开始

了他漫长的寻找之路。先后在扬子江流域、黄山等地发现了大量遗迹，最终推翻

了错误结论。

5．理论联系实际

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党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具体

体现，进行理论宣传和理论教育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理论从实际中来，并接受

实践的检验。理论只有联系实际，才能从实际出发，指导革命实践。脱离实际的

理论，就会变成僵死的教条。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同违反这个原则

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从而使党不断地发展和壮大起来。努力

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其立场、观点、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前提。深入

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切实把握现实的、具体的、生动的社会发展资料，是理

论联系实际的基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方法，分析研究社会问题，进

而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本质及规律，正确地指导实践，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目的。

例如，在任何课程中都应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偏理论的课程，要注重联系

实际案例讲解，偏实操的课程，亦要注重理论知识的指导作用。

各类课程所蕴含的“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实

现民族复兴的理想和责任”等思政元素内容丰富，无法一一列举。各类课程在教

学中凡是涉及这三方面思政元素的都属于课程育人元素。

课程思政建设需要构建全面覆盖、类型丰富、层次递进、相互支撑的课程体

系。公共基础课程要注重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爱国情怀、人文素质、科学

精神和认知能力；哲学类、文学类专业课程帮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

法论，深刻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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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经济学、管理学、法

学类专业课程要帮助学生了解相关专业和行业领域的国家战略、法律法规和相关

政策，引导学生深入社会实践、关注现实问题，培育学生经世济民、诚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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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法兼修的职业素养；理学、工学类专业课程要注重科学思维方法训练和科技伦

理的教育，培养学生探索未知、追求真理、勇攀科学高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培

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农学类专业课程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大国“三农”

情怀，引导学生“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医学类专业课程要注重加强医德

医风教育，注重加强医者仁心教育，教育引导学生尊重患者，学会沟通，提升综

合素养；实践类课程要注重增强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教育和引导学生弘扬

劳动精神，在实践中增长智慧才干，在艰苦奋斗中锤炼意志品质；艺术学类专业

课程要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艺术观和创作观，积极弘扬中华美育精神，引导

学生自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总之，各类课程要深入梳理教学内容，结合课程特点、思维方法和价值理念，

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教学，承担好育人责任，守好一段渠、种

好责任田，让学生通过学习，掌握事物发展规律，通晓天下道理，丰富学识，增

长见识，塑造品格，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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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思政融入路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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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

《海洋地质学》课程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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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

《计算机辅助化工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二、课程目标及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

ҙ
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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ȁ ȁ

ȁ ҉ ̕ҹ

Ҋ Ȃ

̔

̂1̃ Һӈ ̆

̕

̂2̃ Ῑ Ԋ Ȃ

5-1

ԅ Ғҙ

תף

ȁḤ

ΐȁ

ΐ

ᴆ ᶏ

,

ԍ

№ ȁ ҍ

2

2̔ᶏ CAD ԋ ץ

῏ῤ ̕

Ȃ ᴪ ҈ ἝȂ

ᴆ └̆ ҈ ᴆ

└̆ҹ Ҋ└ Ȃ

̔

Ῑ ΐ ῀ ȁ

5-2

ҙΐᵣ

̆

Ғҙ

ף

ΐ̆

Ғҙ

̆

№ ῒ

҈ȁ ῤ

ῤ
ӟ ῤ

1ȁ

1.1 AutoCAD ׃

1.2 CAD Һ

ⱳ

1.3 CAD ῒ

ל

̔CAD Һ

ⱳ

ᾝ ̔ Һӈȁ

AutoCAD ⱳ ԅ̕

AutoCAD ῒ

ל

ֲ ̔

(1̃ Һӈ

̕

̂2̃ Ῑ ΐ

῀ ȁ

Ȃ

1

ᵣ

̆

῏

1

—30—



ῤ
ӟ ῤ

2ȁ

AutoCAD

2.1

2.2 AutoCAD

2.3 AutoCAD ꜚ

̔CAD

ȁ ꜚ

ԅ AutoCAD

̕ ᾣ

AutoCAD

ꜚ AutoCAD
1

ᵣ

̆

ᶛ

ȁ
1

3ȁ

AutoCAD

3.1

3.2 AutoCAD פ

῀

̔ ΐ ᶏ

W̔CS

UCS

ᾝ ̔

Ҋ̆ ̆

ΐ ̆ ȁ ̆

פ ̆ ̕

ΐ ᶏ ̕

WCS UCS

̕

ȁ ȁ

Ҋ ῀

ֲ ̔

Ῑ Ԋ

Ȃ

4

ᵣ

̆

ᶛ

̆

҉

1

2

4ȁԋ ȁ

҈

└

ҍ

4.1

4.2 ԋ

└

4.3 └

̔ԋ

└

̔

ᾝ ̔

ԅ ̕

CAD ῤ ȁᶏ

ȁ ȁ

ᶏ ̕

ȁ ᶛ̕

ᶛȁ ᵝ ̕

ᶏ ΐ

Ҭ פ

̂ ȁ ӈ ȁ ȁ

ȁ ȁ ȁ ȁ

ȁ ӟ ȁ ᾟ ̃̕

ᾟ ̕

ȁ ᵣȁ

ȁ ̕ TEXT

פ MTEXT └

ֲ ̔ Ῑ ΐ

ȁ

ᴇṿ ȁ ῀ ȁ

Ȃ

7

ᵣ

̆

ᶛ

̆

҉

1

2

—31—



ῤ
ӟ ῤ

5ȁԋ ȁ

҈

5.1 ≠ ῏

ꜚ

5.2

5.3 − ȁ

№− ᵣ

5.4 ҍṕ

5.5 ᵣ ḱ

5.6 └

5.7 ԋ

5.8 ḱ◄ҍ ᵣ

5.9 ᵣ

̔ ꜚ

̔ ᵈȁ

ҍṕ

ᾝ ̔

ԅ ꜚ ̕῏

ῒ ̕ ꜚ

̂ ᵈȁ ꜚȁ

ȁ ᶛ ȁ Ἕ ̃̕

₃

̕ᶏ Eraseȁ

OopsȁBreak U/UndoȁRedo

−פ ȁ ȁ

ᵣ ̕ ᶏ

̂ Fillet ̃ ℗

̂Chamfer̃ ḱפ

ᵣ̕ԅ ᵣ

̕ ҍ

ᵬ̕ copy

objectȁoffsetȁMirrorȁ

Array פ └ ᵣ

̕ ᵣ ꜚ

̂ Move ̃ ȁ ᶛ

̂Scale ȁ̃ ̂Rotate ȁ̃

ᵈ̂stretch̃ȁⱴ

̂Lengtheñ 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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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Practice

课程代码 2111050131 课程性质 必修

开课学院 商学院 课程负责人 宣昌勇

课程团队 王贵彬、张纪凤、仇燕苹、苏静、张月、张家茂

授课学期 第 3 学期 学分/学时 3/48

课内学时 48 理论
学时

48 实验
学时

0 其他

适用专业 普通本科 商学院非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授课语言 汉 语

对先修课程的

要求
无

对后续课程的

支撑

为实验课程《国际贸易综合实训》提供理论支撑，对《国际结算》《国

际金融》《国际物流管理》《国际货运代理实务》《国际贸易组织与惯例》

《电子商务》等后续课程提供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实务操作能力等方

面的支撑。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商学院非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也可以作为公共

选修课程供全校各专业各层次的学生选修。本课程的内容主要涉及到国际贸

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与措施、国际贸易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进出口实

务等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在本课程教学中，从家国情怀、科学精神、四

个自信、职业道德、团队协作、工匠精神、社会责任、哲学思想等方面，

将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的专业知识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正确理解中国

对外贸易的方针政策。

在授课方式上，通过课堂教学，综合运用启发式教学、案例式教学、讨

论式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以中国对外开放实践为主线，理论联系实际，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具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从事商务活动的知识、

能力和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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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目标及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

序号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

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1

目标 1：使学生掌主要国际贸易理论及产生的时代

背景；国际贸易政策、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与主要区域

经济一体化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的职能。

课程思政目标：

（1）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开放、包容的意识；

（2）培养学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指标点 1，2，
5

1，2，5

2

目标 2：贸易术语的基本含义；商品品质、数量、包装、

作价的原则和方法；我国海运运输方式的选择、装运条

款的规定及装运单据的运用，海运险的险别和选择；汇

付、托收及信用证的运作程序、性质、特点。

课程思政目标：

（1）培养学生的严谨、敬业的精神；

（2）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3）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

指标点 6，7 6，7

3

目标 3：培养学生运用国际贸易基本理论、基本分析方

法，科学地看待和剖析国际贸易领域当前所面临的实际

问题，对国际贸易业务风险防控有整体性把握，能够综

合利用国际贸易业务相关知识进行专业决策。具备解决

国际贸易实际问题的统筹协调能力，综合运用能力和创

新能力；具备良好职业素养、合作意识和协作精神。

课程思政目标：

（1）提高学生的哲学思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

（2）提升学生的科学精神，培养学生兼具中国情怀与

国际视野，具备对经济问题的洞察力。

（3）培养学生团队精神。

指标点 8，9 8，9

三、教学内容及进度安排

序号 教学内容
学生学习

预期成果

课内

学时
教学方式

支撑

课程目标

1

1.国际贸易的概念与

作用

1.1国际贸易的产生与

发展

1.2国际贸易的研究对

象和主要内容

1.3国际贸易的基本概

念和分类

理解国际贸易的研究对象

和研究内容；掌握国际贸易

的基本概念和分类。了解国

际贸易的产生与发展的过

程；熟悉并掌握国际贸易的

基本概念；熟悉并掌握当代

国际贸易的特点。

育人目标：

3

多媒体教

学、播放

相关视频

资料、课

堂讨论

目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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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
学生学习

预期成果

课内

学时
教学方式

支撑

课程目标

重点：国际贸易的基本

概念、现代国际贸易的

基本特点。

难点：国际贸易的研究

对象和内容。

思政元素：四个自信、

家国情怀、中国梦

1）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培养学生对国家和社会的

发展前途有信心，对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有

信心，对自由、平等、公正、

法治的社会有信心；

2）涵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不断增强他们热爱祖国、热

爱共产党、热爱人民的坚定

信念；

3）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时代

责任和历史使命，把自己的

崇高理想具体落实到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上

来，始终以国家富强和人民

幸福为己任，把为振兴中华

作贡献作为自己不懈奋斗

的目标。

2

2.国际贸易理论

2.1重商主义理论与政

策

2.2传统自由贸易理论

2.3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2.4 产业内贸易理论

2.5 保护贸易理

重点：重商主义、比较

成本论、产品生命周期

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

及李斯特保护贸易学

说主要观点及政策主

张。

难点：上述思想的进步

性和缺陷；同类型学说

的联系与区别；战后贸

易自由化和新贸易保

护主义的现实指导意

义。

思政元素：四个自信、

科技强国

掌握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

并能结合理论分析、认识当

代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的

各种经济现象。熟悉产品生

命周期理论和产业内贸易

理论的主要观点，并能结合

理论分析、认识战后各国国

际贸易政策的新特点和国

际贸易发展过程中的各种

新现象。

育人目标：

1）培养学生脚踏实地，刻

苦磨炼，锲而不舍的精神，

为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福

祉作出贡献；

2）培养学生产业立国、产

业强国、产业报国的思想觉

悟；坚持理论自信、道路自

信、制度自信；

3）培养学生求真、求实、

创新等科学精神，立足国情

走自己的路，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道路自信。

6

多媒体教

学、案例

式教学、

讨论、提

问式教

学，结合

相关视频

资料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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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
学生学习

预期成果

课内

学时
教学方式

支撑

课程目标

3

3、国际贸易措施

3.1 关税措施

3.2 非关税措施

3.3鼓励出口和出口管

制措施

重点：关税的主要种

类、关税水平；关税税

率的基本分类及其关

税的征收标准；非关税

壁垒的概念和主要种

类；非关税壁垒对国际

贸易的影响；鼓励出口

的主要措施。

难点：各类贸易措施在

正常贸易下和特殊情

况下的使用要求及限

制条件。

思政元素：政策自信、

制度自信

理解并掌握各种贸易措施，

并在结合世贸组织规则的

基础上搞清哪些是正常贸

易下允许使用的，哪些是不

允许使用的，并掌握特殊情

况下使用的一些限制条件。

育人目标：

1）培养学生“全面开放新

格局”思维，树立在超越前

人的雄心壮志，探索真知、

求真务实，勇于创业、敢闯

敢干，努力在改革开放中闯

新路、创新业，开辟发展新

天地；

2）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时代

责任和历史使命，培养学生

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前途

有信心，对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的国家有信心，对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

社会有信心。

3

多媒体教

学、启发

式教学、

讨论、提

问式教学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4

4.区域经济一体化

4.1区域经济一体化形

式

4.2区域经济一体化理

论效应

4.3主要的区域经济一

体化组织

重点：区域经济一体化

的形式和内涵。

难点：关税同盟理论；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国

际贸易的影响

思政元素：人类命运共

同体、大国责任和大国

担当

掌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含

义及类型；了解当代区域经

济一体化的发展特征及主

要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理

解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理

论的代表性观点。

育人目标：

1)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文化自信心和制度自信心；

2)培养学生以促进民族团

结、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展

示国家形象为核心的对国

家的责任，以促进人文交

流、维护世界和平、传承人

类文明为核心的对世界的

责任。

3

多媒体教

学，案例

式教学、

引导式教

学、提问

式教学，

结合相关

视频资料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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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
学生学习

预期成果

课内

学时
教学方式

支撑

课程目标

5

5.多边贸易体制

5.1 贸易条约与协定

5.2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5.3 世界贸易组织

重点：贸易条约与协定

的作用；WTO 的基本原

则和制度。

难点：国民待遇条款、

最惠国待遇条款。

思政元素：社会责任、

大国担当

了解贸易条约与协定的概

念；理解贸易条约与协定中

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和国民

待遇条款的内容和适用范

围；熟悉贸易条约与协定的

种类。了解关税与贸易总协

定的概念和基本原则；熟悉

总协定历次多边贸易谈判

的特点，以及总协定的作

用。了解世界贸易组织的目

标及职能、决策制度，以及

机构设置及其职能。

育人目标：

引导学生在复杂多变的国

际经济政治环境中应放眼

世界、胸怀祖国，始终不渝

地坚持“祖国利益高于一

切”的原则和信念；培养学

生具备一定国际视野，跟踪

国际经贸发展动态，从动

态、发展的宏观角度去看待

我国的政策规划，引导学生

树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文化自信，树立强大

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

国力量。

3

多媒体教

学，启发

式教学、

重温式教

学、引导

式教学、

提问式教

学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6

6.国际贸易术语

6.1国际贸易术语概述

6.2主要贸易术语的解

释

6.3 其他贸易术语

6.4国际贸易术语的选

用和注意事项

重点：FOB，CIF，CFR，

FCA，CIP 和 CPT6 种主

要贸易术语的解释。

难点：F组和 C 组贸易

术语中买卖双方的权

利义务和应注意的问

题，象征性交货

掌握国际贸易的含义以及

《INCOTERMS 2010》中对

11 中术语的解释，尤其是

对 6 种主要贸易术语的解

释，以便在实际中正确运

用。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

生掌握 CIF、FOB、CFR 三种

术语，了解其他贸易术语。

育人目标：

1）提升学生的科学精神，

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

树立爱国敬业的价值观，培

养学生遵纪守法、有责任有

担当的职业道德和工匠精

3

多媒体教

学，案例

式教学、

引导式教

学、提问

式教学

目标 1

目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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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
学生学习

预期成果

课内

学时
教学方式

支撑

课程目标

思政元素：科学精神、

工匠精神、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神，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

职业精神。

2）培养学生形成集体主义

精神，养成社会主义主人翁

的责任感，引导学生树立法

规思维，培养以遵纪守法为

核心的公的操守和职业道

德，诚实、守信，爱岗敬业，

履行责任；鼓励学生团结协

作，乐于奉献，报效祖国、

回报社会。

7

7.国际货物买卖合同

的磋商和签订

7.1国际货物买卖合同

概述

7.2国际货物买卖合同

的形式和内容

7.3 交易前的准备

7.4 合同的签订

重点：订立国际货物买

卖合同的法律步骤。

难点：国际货物买卖合

同适用的法律规范及

其有效成立的条件。

思政元素：

科学精神、工匠精神、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了解进出口业务划的准备、

磋商和履行三阶段；掌握交

易磋商的四个环节；

育人目标：

1）提升学生的科学精神，

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

树立爱国敬业的价值观，培

养学生遵纪守法、有责任有

担当的职业道德和工匠精

神，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

职业精神。

2）培养学生形成集体主义

精神，养成社会主义主人翁

的责任感，引导学生树立法

规思维，培养以遵纪守法为

核心的公的操守和职业道

德，诚实、守信，爱岗敬业，

履行责任；鼓励学生团结协

作，乐于奉献，报效祖国、

回报社会。

3

多媒体教

学，案例

式教学、

启发式教

学、讨论，

结合相关

视频资料

目标 2

目标 3

8

8.国际贸易商品的品

质、数量、包装和作价

8.1商品的品名和品质

8.2 商品的数量

8.3 商品的包装

8.4 商品作价

重点：品质条款规定、

数量条款订立、包装条

款制定要点；不同贸易

术语价格换算的进出

了解品名、品质、数量和包

装条款在国际贸易合同中

的重要意义；熟悉商品品质

的内涵、数量的计量方法、

包装的种类与作用、作价的

原则等；掌握表示品质的基

本方法（以实物表示商品品

质、凭说明约定商品的品

质）和规定品质条款时应该

注意的问题、掌握计量单位

6

多媒体教

学，案例

式教学、

引导式教

学、提问

式教学

目标 1

目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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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
学生学习

预期成果

课内

学时
教学方式

支撑

课程目标

口报价（FOB、CFR 和

CIF三种价格的换算方

法）；出口商品成本和

效益的换算。

难点：中性包装，不同

贸易术语价格换算的

进出口报价（FOB、CFR

和 CIF 三种价格的换

算方法）；出口商品成

本和效益的换算。

思政元素：科学精神、

工匠精神

和计量方法、掌握合理价格

成本的核算方法及不同交

易条件价格的换算。

育人目标：

提升学生的科学精神，培养

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树立

爱国敬业的价值观，培养学

生遵纪守法、有责任有担当

的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求

真务实、开拓创新的职业精

神。

9

9.国际贸易货物的运

输和保险

9.1 运输方式

9.2合同中的装运条款

9.3 运输单据

9.4海洋运输货物保险

的保障范围

9.5我国海运货物运输

保险条款

9.6英国伦敦保险协会

海运货物保险条款

9.7国际货物买卖合同

中的保险条款及保险

合同的形式

重点：海运提单；我国

海运货物保险的险别。

难点：班轮运输和租船

运输；共同海损和单独

海损；三大基本险的责

任范围。

思政元素：科学精神、

工匠精神、社会责任、

大国担当

了解有关国际货物运输方

面的基本知识及国际货物

运输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及

由此可能产生的损失和费

用；熟悉我国海运货物保险

的险别；具体掌握运输方式

的选择、合同中装运条款的

规定及各种装运单据的运

用。

育人目标：

1) 提升学生的科学精神，

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

树立爱国敬业的价值观，培

养学生遵纪守法、有责任有

担当的职业道德和工匠精

神，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

职业精神；

2）教导学生始终不渝地坚

持“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

原则和信念；培养学生具备

一定国际视野，跟踪国际经

贸发展动态，从动态、发展

的宏观角度去看待我国的

政策规划，引导学生树立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树立强大的中国

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6

多媒体教

学，案例

式教学、

引导式教

学、重温

式教学、

提问式教

学

目标 1

目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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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
学生学习

预期成果

课内

学时
教学方式

支撑

课程目标

10

10.国际贸易货款的收

付

10.1 支付工具

10.2 汇付

10.3 托收

10.4 信用证

10.5 不同支付方式的

结合使用

重点：汇票、托收与信

用证

难点：支付方式的结合

和选用

思政元素：科学精神、

制度自信、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掌握常用结算工具的含义

和基本内容；掌握常用结算

工具的基本内涵和基本业

务流程；理解不同结算方式

对于各方当事人的利弊所

在。

育人目标：

1）提升学生的科学精神，

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

树立爱国敬业的价值观，培

养学生遵纪守法、有责任有

担当的职业道德和工匠精

神，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

职业精神；

2)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时代

责任和历史使命，培养学生

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前途

有信心，对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的国家有信心，对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

社会有信心。

6

多媒体教

学，案例

式教学、

引导式教

学、讨论，

结合相关

视频资料

目标 1

目标 2

11

11.国际贸易商品的检

验、索赔、不可抗力和

仲裁

11.1 商品检验

11.2 索赔

11.3 不可抗力

14.4 仲裁

重点：索赔与仲裁。

难点：仲裁条款的规定

和不可抗力条款的规

定

思政元素：科学精神、

工匠精神、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了解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

间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目

标和原则；熟悉不可抗力条

款,了解仲裁条款,把握商

品检验、索赔条款。

育人目标：

1）提升学生的科学精神，

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

树立爱国敬业的价值观，培

养学生遵纪守法、有责任有

担当的职业道德和工匠精

神，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

职业精神；

2）培养学生形成集体主义

精神，养成社会主义主人翁

的责任感，引导学生树立法

规思维，培养以遵纪守法为

核心的公的操守和职业道

德，诚实、守信，爱岗敬业，

3

多媒体教

学，案例

式教学、

启发式教

学、讨论，

结合相关

视频资料

目标 1

目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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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
学生学习

预期成果

课内

学时
教学方式

支撑

课程目标

履行责任；鼓励学生团结协

作，乐于奉献，报效祖国、

回报社会。

12

12.进出口合同的履行

12.1 出口合同的履行

12.2 进口合同的履行

重点：合同的履行步骤

及关键工作。

难点：合同履行的关键

工作。

思政元素：

科学精神 工匠精神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熟悉进出口合同履行环节

的每个步骤应注意的问题

以及如何解决纠纷。

育人目标：

1）提升学生的科学精神，

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

树立爱国敬业的价值观，培

养学生遵纪守法、有责任有

担当的职业道德和工匠精

神，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

职业精神；

2）培养学生形成集体主义

精神，养成社会主义主人翁

的责任感，引导学生树立法

规思维，培养以遵纪守法为

核心的公的操守和职业道

德，诚实、守信，爱岗敬业，

履行责任；鼓励学生团结协

作，乐于奉献，报效祖国、

回报社会。

3

多媒体教

学，案例

式教学、

启发式教

学、讨论，

结合相关

视频资料

目标 2

目标 3

注：知识点要充分体现课程思政元素。

四、课程考核

1.本课程教学主要通过课堂教学、课间讨论、思考分析、作业练习、内容提要及复习答

疑等环节，以实现课程教学目标。为了考核融入隐性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因此本课程采

用过程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相结合方式。

2.本课程为考试课程。课程总评成绩由过程性考核(占 30%)和终结性考核（占 70%）构

成。过程性考核（即为平时成绩）主要以由作业、提问等表现综合评定，其中对学生所学章

节蕴含的思政元素的认识程度、所学专业内容掌握程度等方面进行考核。终结性考核即为期

末考试成绩。

3.期末考试为闭卷机考形式。

序

号

课程目标（支撑毕业

要求指标点）
考核内容

评价依据
成绩比

例(%)作业 上机
设

计
考试

1

目标 1：使学生掌握

国际贸易的产生发

展、地位与作用；

各种国际贸易理论

①作业、随堂提问

和讨论、课堂纪

律、期末考试。

②考查对国际贸

10% 2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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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目标（支撑毕业

要求指标点）
考核内容

评价依据
成绩比

例(%)作业 上机
设

计
考试

的主张及产生的时

代背景；当代区域

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特征及主要区域经

济一体化组织；世

界贸易组织的职

能；国际贸易术语

的含义及性质；品

名、品质、数量和

包装条款在国际贸

易合同中的重要意

义；国际货运的基

本知识及所面临的

各种风险及由此可

能产生的损失和费

用；各种支付工具

的运用；国际货物

交易中检验、索赔

的含义和范围，不

可抗力和仲裁解决

机制的目标和原

则；进出口业务准

备、磋商和履行三

阶段。

（支撑毕业要求指

标点 1、2、5）

易的产生地位与

作用；各种国际贸

易理论的主张及

产生的时代背景；

当代区域经济一

体化的发展特征

及主要区域经济

一体化组织；世界

贸易组织的职能；

国际贸易术语的

含义及性质；品

名、品质、数量和

包装条款在国际

贸易合同中的重

要意义；国际货运

的基本知识及所

面临的各种风险

及由此可能产生

的损失和费用；各

种支付工具的运

用；国际货物交易

中检验、索赔的含

义和范围，不可抗

力和仲裁解决机

制的目标和原则；

进出口业务准备、

磋商和履行主要

环节等知识的认

识和理解。

2

目标 2：使学生掌握

国际贸易的基本概

念；各种贸易理论

的基本观点和政策

主张；对外贸易政

策措施中的具体内

容、运用方法；区

域经济一体化的含

义及类型；世界贸

易组织的基本原则

①作业、随堂提问

和讨论、课堂纪

律、期末考试。

②考查国际贸易

的基本概念；各种

贸易理论的基本

观点和政策主张；

对外贸易政策措

施中的具体内容、

运用方法；区域经

15% 45%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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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目标（支撑毕业

要求指标点）
考核内容

评价依据
成绩比

例(%)作业 上机
设

计
考试

和运行机制；11 种

贸易术语的基本含

义；商品品质、数

量、包装、作价的

原则和方法；我国

海运运输方式的选

择、装运条款的规

定及装运单据的运

用，海运险的险别

和选择；汇付、托

收及信用证的运作

程序、性质、特点；

交易磋商的四个环

节；进出口合同履

行环节的每个步骤

应注意的问题以及

如何解决纠纷。

（支撑毕业要求指

标点 6、7）

济一体化的含义

及类型；世界贸易

组织的基本原则

和运行机制；11

种贸易术语的基

本含义；商品品

质、数量、包装、

作价的原则和方

法；我国海运运输

方式的选择、装运

条款的规定及装

运单据的运用，海

运险的险别和选

择；汇付、托收及

信用证的运作程

序、性质、特点；

交易磋商的四个

环节；进出口合同

履行环节的每个

步骤应注意的问

题以及解决纠纷

机制等知识的理

解与掌握。

3

目标 3：培养学生运

用国际贸易的基本

概念、基本理论、

基本规则、主要政

策措施、基本分析

方法和分析工具客

观、科学的看待和

剖析国际贸易领域

当前所面临的实际

问题；训练学生系

统掌握国际贸易业

务操作和进出口报

关相关专业内容，

对国际贸易业务风

险防控有整体性把

握，能够综合利用

①作业、随堂提问

和讨论、课堂纪

律、期末考试。

②考查运用国际

贸易的基本概念、

基本理论、基本规

则、主要政策措

施、基本分析方法

和分析工具客观、

科学的看待和解

释国际贸易现象

及成因；运用所掌

握的国际贸易业

务操作和进出口

报关相关专业知

识进行专业决策

5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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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目标（支撑毕业

要求指标点）
考核内容

评价依据
成绩比

例(%)作业 上机
设

计
考试

国际贸易业务相关

知识进行专业决

策。具备解决国际

贸易实际问题的统

筹协调能力，综合

运用能力和创新能

力；具备良好职业

素养、合作意识和

协作精神。

（支撑毕业要求指

标点 8、9）

和整体性风险防

控。

合计 30% 70% 100%

五、教材及参考资料

教材：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宣昌勇、王贵彬主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三版，

9787565436376；

参考书：

1.《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贾建华、阚宏主编，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五

版，9787563804894；

2.《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陈岩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四版，9787302504412；

3.《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傅龙海编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五版，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3%C2%D1%D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baike.baidu.com/view/4964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9498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94983.htm


（二）课程思政融入教材建设

教材是根据课程教学大纲，在教学中供教师讲授和学生学习使用的必备教

学材料。作为教书育人的重要载体，教材集中体现了教育思想和理念、教学内容

和方法，直接关系到学生成长成才的根本问题。为了充分发挥课程的思想政治教

育功能，落实育人目标，就必须高度重视教材建设，以高质量教材为载体，用习



突破、学术研究最新进展融入教材内容，培养学生投身祖国建设发展的责任担当。

一是要瞄准海洋强国、互联网+、乡村振兴、健康中国、环境保护等重大战略需

求，结合本校学科优势确定教材选题，积极编写相关学科紧缺教材，满足专业人

才培养急需。二是要积极与国内外高校、企事业单位专家合作开展特色教材建设，

加强学科交叉融合，整合优势，与时俱进，及时将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

创新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反映到教材内容中，全面落实思政育人目标。

下面我们以马工程重点教材《西方经济学》和江苏省重点教材《海洋环境立

体监测与评价》《线性代数》为例，分析在教材建设中融入课程思政的路径和方

法，供大家参考。

案例 1：《西方经济学》——马工程重点教材

西方经济学是高等学校经济学类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传统西

方经济学教材中，往往只注重讲授西方经济学中所包含的有关现代经济运行规律

的科学性和适用性的内容，而有意回避了其在研究的立场、观点、方法和结论上

所具有的鲜明阶级性和局限性。马工程重点教材《西方经济学》，创新性地通过

述评结合的方式呈现西方经济学知识体系，在吸收借鉴国外资源和积极成果的基

础上，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立场进行批判性评析、借鉴西方学者观点进行比较

性评析、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行经验性评析，使学生全面学习和辩证评

价西方经济学相关内容，正确区分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关系，对于帮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并用以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具有重要的作用。

案例 2: 《海洋环境立体监测与评价》——江苏省重点教材

海洋环境监测技术是关系到国家海洋安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不可缺少

的基础技术和信息获取手段。由我校测绘与海洋信息学院焦明连教授等主编的江

苏省重点教材《海洋环境立体监测与评价》，充分融入了课程思政理念，：一是

紧扣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背景和相关产业发展趋势组织教材编写，引导学生

在了解当今国内外先进技术及应用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服务国家海洋事业

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二是教材中编入了丰富的工程实践应用案例，通过与国

内知名涉海公司及管理单位等共同组建编写团队，使案例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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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性和综合性，让学生能够在课程学习的同时，了解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发展现状

及工作的艰苦性，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进而养成勇于探索、乐于奉献、吃苦

耐劳、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

案例 3：《线性代数》——江苏省重点教材

线性代数是高等学校理工科专业一门重要的公共基础课程。由我校理学院

董晓波教授主编的教材《线性代数》，获评江苏省重点教材。该教材在编写中对

教材内容和编写体例进行了大胆改革，与传统教材相比，体现了新的教育理念和

教育思想：一是在每章前都增加了内容导引，以文字结合框图的形式，帮助学生

从整体上了解本章节内容的主要应用，以及主要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系，方便学

生自主学习，掌握分析解决问题的科学思想和方法。二是每章均以引例开始，用

1～2个完整的应用实例结束，注重方法引导，融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锻

炼学生理性、全面认识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同时教材增加了数学实验的内容，培

养学生严谨求实、探索创新的科学精神。三是结合使用了新媒体交互平台展示思

政元素，通过二维码图像识别，将纸质教材和教学平台进行有机的结合，促进学

生从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解决问题的模式，增强教育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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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思政融入教案设计

教案是教师根据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和学生实际，以课时为单位

编写的课堂教学的具体实施方案，它是保证课堂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因此，为

了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实现“把做人

做事的道理、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把实现民族复兴的理想和责任融入

到各类课程之中”的育人目标，教师必须根据课程教学大纲的育人要求，结合课

程特点，深刻挖掘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通过精心的

设计与组织，实现课程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的有机融合，在达到知识传授、能力

培养目标的同时，实现价值引领的作用。在教案设计的过程中注意以下几点：

1.根据课程特点和教学内容确立思政教学目标

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要围绕“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三位一体

的教学目标来确立，通过深入挖掘各门课程蕴含的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

现“所有课程都有育人功能”。课程思政教学目标的确立，一是要进行学情分析，

通过分析新时代下的大学生的能力层次、心理及行为特点、兴趣关注点等，制定

符合学生特点和需求的育人目标；二是课程思政教学目标一定要和课程内容达到

深度契合，要根据课程的特点和内容来提炼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从而实现与课

程内容的有机融合；三是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不宜设置的过高、过大，应该落实、

落小、落细、务实，过多、过高的价值目标往往不切实际。

2.根据课程思政教学目标挖掘课程的思政元素

课程思政依托于课程内容展开的思政教育，思政教育是课程内容的引领和升

华。因此，要充分研读课程内容，掌握其内涵精髓，提炼出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

素。根据不同学科的性质特点，可以从专业认同、职业伦理、社会责任，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等方面挖掘课程思政的元素。例如，对

于哲学社会科学类通识课程，可以突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重视

价值引导和优秀文化传承，引导学生自觉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

增强“四个自信”；对于自然科学类通识课程，可以突出培育科学精神、探索创

新精神，注重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渗透到专业课程中；人文艺术类通

识课程要突出培育高尚的文化素养、健康的审美情趣、乐观的生活态度，注重把

爱国主义、民族情怀贯穿到课程教学中，帮助学生树立起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体育类课程要主动与德育项融合，引导学生养成运动习惯，掌握运动技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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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人格，弘扬体育精神；在专业课教学过程中，重点培育学生求真务实、实践

创新、精益求精的精神，培养学生踏实严谨、吃苦耐劳、追求卓越等优秀品质。

3.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实现思政元素与课程内容深度融合

课程思政主要在课堂教学中完成，其教学设计要遵循课程教学的基本规律，

因此设计原则和教学方法手段，与知识和能力目标的达成手段基本一致。在充分

了解学情的基础上，通过讲授式、案例式、启发式、研讨式或体验式等方式，将

思政元素巧妙融入专业内容之中，达到“润物无声”的教学效果，最终形成学生

学习和工作的内生动力。讲授式，是指教师运用口头方式，将课程中蕴含的思政

元素，采取化整为零与课程内容深度结合，在不同章节内容讲解过程中分散宣讲。

案例式，是通过挖掘典型案例，发现案例中的中国元素，组织学生开展充分讨论，

在讨论中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形成共识。启发式是指不同课程通过理论知识来

设置问题情境，通过师生或生生讨论，启发学生悟出深刻的思政道理来，从而发

挥课程的育人功能。研讨式是指组织学生通过课前查找资料或社会调研，课堂上

就某些思政点开展广泛讨论，在讨论中争鸣并不断深化认识。体验式是指通过学

生的实践和体验，将课程中蕴含的思想教育内容在做中悟道理，从而深度认同良

好的职业素养或者思政要素的精髓。

4.及时开展教学研讨和反思，促进育人成效落实落好

每次课结束后，要对课堂思政元素挖掘、融入方式以及教学效果等进行直观、

具体地总结，提炼经验、发现问题、找出原因及解决问题的办法，再次研究教材

和学生,优化教学方法和手段,丰富教学经验，使教师课程思政的教学水平提升到

一个新的高度。另外，要充分发挥各教研室教学团队的力量，通过定期开展的课

程思政的教学研究活动，交流、探索各专业课程教学和思政教育的融合方式，不

断推动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效果。

下面我们以《模拟电子技术》《现代汉语》教案为例，展示课程思政融入教

案的路径和方法，供大家参考。

附教案案例：

案例 1：《模拟电子技术 》教案案例

案例 2：《现代汉语》教案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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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

教 案

2019 ～2020 学年第 1 学期

课 程 名 称 模拟电子技术

系 ( 院 、 部 ) 理学院

教研室(实验室)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授 课 班 级 光信 181

主 讲 教 师 王素芹

职 称 讲师

使 用 教 材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简明教程(第三版)

江苏海洋大学教务处制

二○一九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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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案（首页）
课 程

名 称
模拟电子技术 总计： 64 学时

课 程

类 别
专业必修课 学分 4.0

讲课： 56 学时

实验： 8 学时任 课

教 师
王素芹 职称 讲师

授 课

对 象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 光信 181

基 要

本 参

教 考

材 资

和 料

主

基本教材：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简明教程》（第三版） 杨素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主要参考教材：

1．《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四版） 童诗白 高等教育出版社

2．《模拟电子技术》（第五版）康华光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教 和

学 要

目 求

的

教学目的：本课程通过对常用电子元器件、模拟电子电路及其系统的分析和设计

的学习，使学生获得模拟电子技术方面的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具有

能够继续深入学习和接受电子技术新发展的能力，以及将所学知识用于本专业课

程的能力，为深入学习电子技术及其在专业中的应用打下基础。

教学要求：本课程授课对象为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大二年级的学生，要求学

生具备一定的物理基础、电路分析基础；课堂教学应力求使学生掌握基本概念、

基本电路、基本方法，并通过必要的实验，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使学生能够熟练

掌握模拟电子电路的测试、设计与制作等实践技能。

课 育

程 人

思 目

政 标

在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的同时，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学生树立

远大理想和爱国主义情怀，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具有

实事求是、勇于探索实践、追求创新的科学精神，培养学生踏实严谨、吃苦耐劳、

勇于探索等优秀品质，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研究有关问题。

教 及

学 难

重 点

点

教学重点：

1.器件方面：掌握常用的半导体器件的基本工作原理、特性和主要参数，并能合

理选择和正确使用。

2.电路方面：掌握基本放大器、差分放大电路、运算放大电路、功率放大电路、

振荡电路和直流电源等电路的组成、工作原理、性能和应用；掌握放大电路中的

负反馈电路对放大器的影响，能初步阅读和分析电子电路的一般规律。

3.分析方法方面：掌握放大电路的图解法、微变等效电路法，能对放大电路参数

如电压放大倍数、输入电阻、输出电阻进行合理估算。

4.基本技能方面，熟练、正确使用常用的电子仪器仪表，如万用表、信号源、直



模拟电子技术 课程教案
课次 1 授课日期 2019年 8月 26日

授课方式 理论课■ 讨论课□ 实验课□ 习题课□ 其他□ 课时安排 2

授课题目（教学章、节或主题）： 第 1 讲 绪论

教学目的、要求（分掌握、熟悉、了解三个层次）：
1.掌握课程的特点、学习方法、学习目的及考察方法；

2.熟悉模电电子电路及模拟电子系统的组成；

3.了解电子技术的发展历史。

思政目标：
1.树立正确的学习观；

2.培育科学精神；

3.培养家国情怀、激发爱国精神。

教学重点及难点：

重点：课程特点、学习方法、学习态度

难点：课程特点、学习方法

教 学 基 本 内 容 方法及手段

一、前言：

本部分内容包括主讲教师的自我介绍、课程学习说明

1．教师联系方式：方便学生课后面对面答疑联系。

2．课程学习说明：

（1）教材和参考教材

（2）课程说明：从课程学习要具备的基础、课时安排、上课要求、课程

成绩评定方式、课后答疑群等方面做出说明，强调本课程对后续专业课

学习的重要性。

融入课程思政：上课之前，对光信 181 班同学在大一上下两个学期中的

各门课程考试成绩作了充分了解。根据了解的情况，以及大二第一学期

这个特殊阶段容易出现的问题，融入思政教育，教育同学们要树立正确

的学习观，把握大学学习机会，做好规划，不要虚度光阴。上课要认真

听课，遵守课堂纪律，不玩手机，把手机调成静音并按班级序号放入手

机袋；课后要及时消化课堂所学知识，坚决杜绝作业抄袭的行为，做事

要踏实、认真，做人要诚实守信。

讲授法

案例法

通过播放优秀学

长相关成果视

频，介绍学长的

学习成果，说明

本门课程的重要

性以及应该具有

的正确的学习态

度。（20 分钟）

二、绪论

绪论部分，包括电子技术的发展历史、模拟电子系统的组成、课程

特点、课程的学习方法、学习目的和课程考察方法。

1．电子技术的发展历史：

首先，此部分先讲述电子技术的应用领域，列举在各个方面的应用

情况，同时说明课程的重要性。但电子技术本身又是迅速发展的，要放

眼未来，更要抓住基础！

其次，从 1904 年第一代电子器件—电子管，到 1947 年第二代电子

器件—晶体三极管，到 1958 第三代电子器件-集成电路，对各个历史阶

段的历史人物、事件进行较为详细的讲解，并在 PPT 中配有历史人物图

片、实物图片，结合到现阶段的电子器件发展现状，使学生认识到电子

技术的发展对科技发展的重要性。学习电子技术课程要时刻关注电子技

术的发展。

讲授法

为了帮助同学们

更好的学习本门

课程，增加了课

程的绪论部分。

PPT 配有大量历

史人物图片、实

物图片，帮助同

学深入了解电子

技术的发展历史

（30 分钟）

—56—



课程思政融入：通过了解电子技术的发展史，说明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

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凝聚了无数伟人历经多年的研究成果，从而教育

学生学习他们勇于探索、锲而不舍的科学精神，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

传承科学家的高尚人格。另外，借助国内外的重要时政，说明核心技术

才是国之重器，科技强则国家强，而依赖就会受到制约，培养家国情怀、

激发爱国精神，鼓励学生发奋学习，刻苦钻研。

2．信号类型 模拟电路

3．电子信息系统组成 ：结合电子信息系统组成，让学生翻开课本目录，

介绍本课程各章对应内容。

4．课程特点：强调本课程和其它学科的不同，具有工程性和实践性。实

际工程需要证明其可行性，强调定性分析，定量估算。要注重实践能力

的培养。此课程安排有实验环节，后续也有课程设计环节，锻炼大家实

验操作能力、电路设计能力、焊接和调试能力，强调要有扎实的理论基

础实践方有成效，强调理论基础知识的重要性。

5．课程学习方法、学习目的、考查方法

根据课程的特点，此门课程的学习要注重基本概念、基本电路和基

本分析方法的学习，学会辩证、全面地分析电子电路中的问题。注重培

养系统的观念、工程的观念、科技进步的观念和创新意识，学习科学的

思维方法。

课程考察方法：重点从分析问题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方面进行考察。

讨论法

以佩戴的扩音器

为例，引导同学

讨论电子信息系

统的组成，明确

本课程的课程特

点、各章节的学

习内容、学习方

法等（30 分钟）

三、本节课小结

总结本节课内容，布置预习任务。
教师总结、布置

课后作业和预习

任务（10 分钟）

作业、讨论题、思考题：

课后思考题：查阅资料，了解电子技术的发展历史和中国智能制造发展战略，并结合个

人规划、专业方向，阐述从中获得的启示。

课后预习：1.1 半导体的特性

课后小结：

在绪论课中，除了简要介绍电子技术的发展历史，本课程的特点、要求以及基本内容外，

还应着重介绍本课程的学习方法。根据以往的经验，学生从“电路”课程过渡到学习“电子

技术基础”课程时，总感到电子电路的分析与计算，不如“电路”课程中那样严格，那样有

规律可循，时而忽略这个元件，时而忽略了那个参数，不好掌握。因而必须指明本课程是一

门技术基础课，着重“技术”二字。在定性分析、搞清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定量估算。由于

半导体器件参数的分散性，存在较大的偏差，电阻、电容等元件一般有±５％以上的误差，

有的甚至更大。因此，盲目追求严格的计算，意义不大。所以在本课程中，要特别注意进行

近似计算和处理工程问题方法的训练。

另外，本课程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不仅要培养学生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还必须

特别强调实验和课程设计的重要性，要把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加强电子技术实践能力和实

验研究能力的培养。更要将思政教育贯穿于整个课程教学中，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实

现全方位育人，不断提高应用型人才的质量。注意多准备一些丰富的素材资料，以及引入

EDA 软件，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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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

教 案

2019 ～2020 学年第 1 学期

课 程 名 称 现代汉语

系 ( 院 、 部 ) 文学院

教研室(实验室) 汉语言文学

授 课 班 级 中文 191，192

主 讲 教 师 安俊丽

职 称 教 授

使 用 教 材 《现代汉语》黄廖版（增订六版）

江苏海洋大学教务处制

二○一九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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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案（首页）
课 程

名 称
现代汉语 总计： 48 学时

课 程

类 别
专业基础课 学分 3.0

讲课： 48 学时

实验： 学时任 课

教 师
安俊丽 职称 教授

授 课

对 象
汉语言文学专业

基 要

本 参

教 考

材 资

和 料

主

基础教材：

《现代汉语》（增订六版） 黄伯荣、廖序东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主要参考教材：

1．《现代汉语通论》（第二版） 邵敬敏 上海教育出版社

2．《现代汉语》(重订本) 胡裕树 上海教育出版社

教 和

学 要

目 求

的

教学目的：本课程以先进的语言理论为指导，以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为依据，系

统讲授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训练基本技能。培养学生初步

具备利用现代汉语的有关理论和知识分析言语现象的能力，尤其是辨析问题和辨

别正误的能力，为将来从事语言文字工作打好基础。

教学要求：在教学中阐明国家语言文字政策，使学生深入理解汉语规范的重要意

义，自觉促进汉语规范化，促使现代汉语健康发展。要求学生掌握语音、词汇、

文字、语法和修辞的基本理论和知识，联系实际提高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

课 育

程 人

思 目

政 标

在语言知识传授与语言应用和分析能力培养的同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语言观，

树立爱国主义情怀和文化自信，形成促进语言、文字统一的行动自觉；培养学生

具有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养成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

教 及

学 难

重 点

点

教学重点：

语音：掌握现代汉语语音的基本理论知识；让学生能够对现代汉语语音的声母、

韵母、声调、音节结构等进行分析，具备初步的辨音能力和推广普通话的能力。

文字：掌握汉字现代汉字的字形、字音和字义的分析，提高正确运用现行汉字的

水平。

词汇：掌握现代汉语的构词法、现代汉语词义分析、同义词和反义词。正确地辨

析和解释词义，丰富自己的语汇，提高用词能力。

语法：掌握词类的分析和词性的辨别，词组的层次分析，句型、句式、句类的分

析和复句的层次分析。为更好地理解和运用现代汉语，以及语法研究打下基础。

修辞：掌握词语和句子的锤炼方法，以及常见辞格的规律和运用，不断提高口头

和书面表达能力。

教学难点：

初步具备利用现代汉语的有关理论和知识分析言语现象的能力，尤其是辨析问题

和辨别正误的能力，正确运用好祖国的语言和文字。



现代汉语 课程教案

课次 1

授课方式 理论课■ 讨论课□ 实验课□ 习题课□ 其他□
课时

安排
3

授课题目（教学章、节或主题）：第一章 绪论

教学目的、要求（分掌握、熟悉、了解三个层次）：

让学生掌握狭义和广义现代汉语的含义，掌握现代汉语的特点，熟悉现代汉语的形成

过程，了解汉语的地位以及推广普通话的意义。

思政目标：

1．树立科学的语言观。

2．培养爱国情怀。

3．树立文化自信。

教学重点及难点：

1．重点：狭义现代汉语的含义及七大方言区的代表方言。

2．难点：现代汉语的形成过程及方言区与普通话的关系。

教 学 基 本 内 容 方法及手段

一、什么是语言

语言是一种符号；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语言

是文化的载体。

课程思政融入：针对“汉字落后论”“汉字走拼音化道路”等错误言

论，帮助学生树立科学语言观。

二、什么是现代汉语

1．现代汉语的概念（广义和狭义）

广义现代汉语是汉民族使用的语言，既有多种方言，也有民族共同

语。

狭义现代汉语：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它是现代汉民族最重要的交

际工具。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

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

2．现代汉语的历史及形成过程：秦统一语言和文字，称作雅言（秦

代）或通语（汉代）。但是在汉代以后口语和书面语逐步出现了分化，口

语一直在进一步发展，而书面语却发展缓慢（上古、中古、近代、现代），

但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又一次形成了统一的语言系统——现代白话系统。

采用讲授法让学

生通过学习语言

性质特征，树立

科学的语言观。

（30 分钟）

采用讲授法和讨

论法结合的方

式，学生在前期

调研的基础上，

教师提出问题 ，

学生在讨论中达

成共识，认识到

民族共同语对维

护国家统一的重

要性。（4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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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代汉语的方言

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闽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

课程思政融入：让学生认识传承汉语言和汉字的重要性，自觉维护

全国多民族团结稳定。

四、现代汉语的特点

（一）语音方面

1.没有复辅音 2.元音占优势 3.音节整齐简洁 4.有声调

（二）词汇方面

1.单音节语素多，双音节词多 2.构词广泛应用词根复合法

3.同音语素多

（三）语法方面

1.汉语表示语法意义的形态变化不多，主要用虚词和语序。

2．词、短语和句子的结构原则一致。

五、汉语的地位

1．联合国第 28 届会议把汉语列为大会和安理会工作语言之一；

2．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

3．对其他语言的影响；

4．世界掀起汉语热。

课程思政融入： 通过查阅资料，让学生了解汉语在历史上和当代对

世界语言和文化的贡献，了解汉语的国际地位，树立文化自信 。

六、国家对汉语的规范化及普通话的推广

1.大力推广普通话

2.促进语言的规范化

课程思政融入：培养学生维护汉语规范的自觉。

七、课程介绍

课程目标、主要内容、学习方法和考核方式介绍

教师深入讲解语

音、词汇和语法

方面的特点，让

学生运用语言学

理论对汉语形成

初步理性理解。

（30 分钟）

教师设定讨论内

容，学生查阅资

料发表意见，在

讨论中提高认

识，达成共识。

（20 分钟）

布置朗诵作业，

以视频形式提

交，让学生在实

践中形成维护汉

语规范的自觉。

（5分钟）

教师讲解（5 分

钟）

作业、讨论题、思考题：

1．请分析在“一带一路 ”背景下进行汉语言文化传播的重要意义 。

2．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是怎样的？

3．请提交一段朗诵视频（2分钟）

课后小结：

1．学生掌握了现代汉语的概念和基本特点。

2.学生准备充分、讨论积极，并认识到汉语的重要性和维护语言统一的重要意义。

3.学生对当代汉语国际传播的重要意义认识还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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ᶛ1̔

《大学计算机》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College Computer

课程代码 2106010520 ḱ

开课院部 ֲ ̆

课程团队 ̆ ̆ ̆ ̆ ̆ ̆ ̆ Ԑ

授课学期 1 24

适用专业 ῃ Ғҙ

对先修课

程的要求

对后续课

程的支撑

̔ ᴆ

ҹ ᶫ ⱬ, ғҹׂ ҙ

ᶫ ӟ Ώᵬ ⱬȂ

课程任务

及能力

培养

̆ ȇ Ȉ ̆

҉ №̆ ҉ Ҋ Ȃ

ᴋⱵ̔ ꜛ ᴆ ̆

Ḥ ᴆ ᶏ ̆ Ῑ ῏

№ ‗ ⱬ̆ ⱬ Ḥ ῙȂ

ΐᵣᴋⱵ Ҋ̔

1. ᴆ ̆ ҍḤ ֜ ̆ Ḥҍ ᴆᴰ ̆

פ ̆ῳ ̆ ꜛ ῏ ᵬ ̆ Ῑ

Ḥ Ῑ ̆ Ῑ ⱬ ̕

2. OFFICE ↓ ᴆ ᴋⱵ̆ ꜛ ⱲῈ ꜚ

ᴆ ᶏ ̆ Ῑ ᵬ Ҥ ̕

3. Ῑ № ⱬץ ‗

ⱬ̆ ԑ Ῑ Ḥ Ȃ

4. ᵬ ᵬҙ̆ ꜛ ԅ

╠ ̆ Ῑ ӟȁ ᵬ ⇔ ⱬ̆ ғ Ῑ

ȁҌ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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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教学目标及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

序号 实验教学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1

Ḥ

̆ Ῑ

Ḥ Ῑ Ḥ

ΐ ‗ ⱬȂ

ғ ⇔ ̆

ῙҤ

Ȃ

4-4̔

№

̆ Ḥ

⌠

Ȃ

ҙ 4 : ԍ

̆

ȁ№ ҍ

ȁ Ḥ ⌠

Ȃ

2

Ḥ

̆

̆ Ῑ ᶏ ף

ΐ ‗ ⱬȂ

̆ Ῑ

Ҥ Ȃ

5-1̔ԅ Ғ

ҙ תף ȁ

Ḥ ΐȁ

ΐ ᴆ ᶏ

̆

ῒ Ȃ

ҙ 5 ᶏ ף ΐ:

̆

ȁ ҍᶏ

ȁ ȁ ף ΐ

Ḥ ΐ̆

ҍ ̆

ῒ Ȃ

3

Ῑ Ḥ

ӟ ⱬ ⱬȂ

Ῑ ᵬȁ⇔

Ȃ

9-2̔

Ҭ ᵬ

ᵬȂ

ҙ 9. ҩֲ :

Ҋ

Ҭ ҩᵣȁ ץ

ֲ Ȃ

三、实验项目名称、学时分配、实验要求及对应教学目标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

学时

实验

要求

实验

类型

每组

人数

对应实验

教学目标

1
ҍ ᴆ

ѿ פ
2 ḱ 1-2 1

2 ԋ └ ҍ ₮ 2 ḱ 1-2 1

3
Ḥ ҍ

2 ḱ 1-2 1

4 WORD ӟ 2 ḱ 1-2 2

5 Ḥҍ ᴆᴰ 2 ḱ 1-2 1

6 - 2 ḱ 1-2 1

7 Excel ӟ 2 ḱ 1-2 2

8 PPT ӟ 2 ḱ 1-2 2

9 2 ḱ 1-2 2,3

10 ᵬҙ 4 ḱ 3-4 1,3

11 ҍ 2 ḱ 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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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验教学的基本要求、重点、难点

1. Ῑ Ғҙ Ḥ Ῑ ⱬ̆ ᶭ

⅞ ̆Ḡ Ḡ ᴋⱵȂҹḠ ̆

ⱴ ̆ ҹ ₮ ᴋⱵȁ ‰Ȃ

2. ӟ Ḥ ȁ ̆ Ạ

╠ Ȃ ̆ ╠̆ ᾟ№ ӟ ῏ ̆ҹ҉ Ạ ‰ Ȃ

3. SPOC ̆ ̆ office

ᴆ ҉ Ҋ ץ̆ Ῑ ᵬ ⱬҹ Ȃ ̆

Ҭ̆ ӟ ῏ ᴆ ΐ ᵬ ᶏ ̆ ῏

└ ̆ ᵬ Ԋ ᴋⱵȂ

4. Ҥ ȁⱴ ̆ ҉ Ғ ᵬ̆Ҍ Ạҍ ῏

ᵬ ῒז ꜚȂ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基本要求 重点 难点

1

1

ҍ

ᴆ

פ

ᴆ

פ Ȃ

̆ Ḡ

ᴪῈ ̕ ̆

ΐ Ȃ

ᴆ

פ

Ȃ

פ

2

2

ԋ └

ҍ ₮

ԋ └ Ȃ

ץ Ⱶ

№ ̆ Ȃ

ԋ └

Ȃ
₮

3

3

Ḥ ҍ

ԅ Ҭ

Ȃ

15 — ῃ

Ԋᶛ̆ Һ

ӈ ⇔ Ȃ

Ҭ

Ȃ

4
4

WORD ӟ

Word

Ȃ

Ҭ ΐ

̆ꜜⱬ ̆Ҍ

Ȃ

̆

̆

ȁ

̆

Ȃ

№ ȁ

ȁ

5

5

Ḥҍ

ᴆᴰ

ԅ Ḥ ᴆᴰ

Ȃ

ҙ ̆

‰̆Ạ Ȃ Ῑ

ῃ Ȃ

Ḥ

ᴆᴰ

Ȃ

ᴆᴰ

6

6

-

Ҭ

Ȃ

‗ ̆

̆ⱬ

ᶃ ‗ ̆ Ῑ Ȃ

Ҭ

Ȃ

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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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基本要求 重点 难点

7
7

Excel ӟ

Excel Ҭ ꜚ

̆ ̆Ὲ ҍ₱

̆ ⇔ ᶏ Ȃ

ȁ Ữȁ

ᶏ ↕Ȃ

Ḡ ̆ ̆ Ῑ

Ȃ

̆Ὲ ҍ₱

̆

⇔ ᶏ

Ȃ

Ὲ ҍ₱

̆

⇔

ᶏ

8
8

PPT ӟ

PPT ȁ ȁ

ꜚ S̆martArt ȁ ȁ

Ȃ Ῑ

שּׂ

ⱬȂ

PPT ȁ

ȁꜚ

̆

Ȃ

Ȃ

9
9

office ᴆ ᶏ Ȃ

Ῑ№ ‗ ⱬ

⇔ ȁ Ḥ Ȃ ῖ

Ԋ ̆ ֲ

ᴇṿ Ȃ

office

ᴆ ᶏ

Ȃ

10
10,11

ᵬҙ

ᴋⱵ№

῏Һ ̆ ῤ ᵬ

̆Ҍ ֲז Ȃ Ῑ

Ԋ ᵬ

Ȃ

῏Һ

ӥΏ Ȃ ӥΏ

11
12

ҍ

Ȃ

̆ Ῑ Ḥ Ȃ Ȃ

五、实验课程的考核

̂1̃ ̆ ҈ №

ȂΐᵣῈ Ҋ̔

= *30%+ *30%+ *40%Ȃ

№ ҍ ῏

/ ᴇ / ᴇ ↕

1 30%
’ ̆ ᴇ ↕

ΐᵣ ῏̆ Ҭ
1

2 40%
’ ̆ ᴇ ↕

ΐᵣ ῏̆ Ҭ
2

3
№

⇔
5%

⇔ ̂5 №̃

№ ⇔ ̂4 №̃

⇔ ̂2№̃

̂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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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ᴇ / ᴇ ↕

4
‗

5%

ῃ ̂5№̃

№ ̂4№̃

̂3№̃

2,3

5 15%

ῤ ᾟ ⱳ ῃ ̂15 №̃

ῤ ᾟ №ⱳ ̂12 №̃

ῤ Ҍῃ̆ⱳ Ҍῃ̂9 №̃

̂5 №̃

2,3

6 ԑ 5%

ԑ ғ ̂5 №̃

ԑ № ғ ̂4 №̃

ԑ Ҍ ӊ ̂3№̃

ԑ ̂2 №̃

2,3

100%

̂2̃ 50%Ȃ 60%Ȃ

ΐᵣ№ 1 Ȃ

1 ȇ Ȉ ΐᵣ№

六、教学条件

̂1̃ ̔ ̂ ᾟ ̆ ѿֲѿ ̃

̂2̃ ᴆ W̔indows 7 ᵬ Ŏffice 2010 ᴆ̂Word 2010,Excel 2010,PowerPoint

2010̃̆ Ȃ

七、教材及参考资料

̂1 ȇ̃ Ȉ̆ ₇ ȁ ȁ Һ ̆ ₮ ̆2014

̂2 ȇ̃ Ȉ̆ ₇ ȁ ԍ ȁ ᴂ Һ ̆ ₮ ̆2014

̂3̃ ԍ SPOC

̂4̃ ̔http://58.192.31.122



ᶛ2̔

17

Ǵ Ǵ  ӟ Ǵ ῒזǴ 2

̂ ȁ Һ ̃̔

ȁ ̂№ ȁ ȁԅ ҈ҩ ̃

1.ԅ ֲ ҍ ̕

2.ԅ ᵥ ̕

3. office Ҭ ᴆ ̕

ᾝ ̔

1̈ Ⱶ ̆ ⇔ ̕

2̈ ̕ ᵬ ⇔ ̕

3̈ ᴇṿ ̕

4̈Ὲ Ḥ Ȃ

̔

̔office ̆ ̆ ̆ ᵣ№

̔ ̆ ᵣ№

ῤ

1. ╠ ῀ ╠ ῀̂ 5 № ̃

ѿ Ҭ ӟ ῖ ̆

̆ Ḃ ӟȂ

ӟ Ҭ׆ ₮ ̆Ạ⌠Ҥ ̆ Ῑ

Ҥ Ȃ

office ᴆ ⱬȂ

2. ᴋⱵ̔

̂1 ץ̃ PPT ҩ ץ̔ PPT ҹҺ ̆

Ҍ ᴋⱵ └ᵬῤ ̆Ῥ׆ Ҭ ΐᵣᴋⱵ ⌠

Ҭ̆ word excel P̆PT ῤ ̆

№ῤ ⌠ PPT Ȃ

̂2̃ ̆ Ȃ

̂3̃ ̔

PPT Ғҙ ׃ֲ Ạ ⇔ ꜚ ̂ Ȃ̃

word └ᵬԅ׃ ῖ ֲ ׃ ̆

⌠ PPT ҬȂ Ғҙ ץ ҒҙҬ 3-4 ᵝ ῤ ֲ ׃ Ȃ

Ҋ ̔

╠ ῀Ȃ

ᶛ ̆

׆ ᵣ

⅞ ⌠

№

ᴋⱵȂ

ᴋⱵ

ҙ ׃ֲ

ᴇṿ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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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 ᶫ ᴋⱵ №

ᴋⱵȂ└ᵬ Ҋ № ̔

2020 考研国家线-工学(不含工学照顾专业)门类专业分数对比表

└ᵬ ԓ №ל

ᶛ ̆

Word ӟ

Ῑ ⇔

ⱬ

Ҍ ֲז

̆ Ῑ Ԋ

Ȃ

̆

№

Ғҙ

№ ̆

ꜛ ԅ

Ḥ ӟ

ꜚⱬ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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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 ѿֲѿ №׆ ȁ ⌠ ᵬ ҩ

̆ ⱬ̆Ҍ ֲז└ ̆ Ҭ ⇔ Ȃ

̂2̃ ᵬ ֜⌠ SPOC ҉̆ Ȃ

̂3̃ῃ ֜ ᴪ № ֲז ᵬ ԑ ̆ ҩֲᴪ

3-5 ᴍᵬ ̆ Ḥ̆ № ↕ ̆Ҍ

№̆ ᴪ ̆ № ᴪ ⁞№̆ ΐ ѿ

ᴋ ̆Ҍ № ᴪ ᶛ №Ȃ

̂4̃ΐᵣ № ↕ SPOC Ȃ

4. ᵬ

Ȃ

5. ̔̂ 5-8 № ̃

׆1̃̂ ̆∆ ̆ ₃ Ȃ

̂2̃ ᵬ Ҭ ₮ Ȃ

̂3̃ ₮ ֜ Ȃ ῏ SPOC Ȃ

№

̔

Ῑ

ⱬ ‗

ⱬȂ Ῑ

Ḥ

ᵬ Ȃ

ҍ №

̆ Ῑ

ⱬȂ

ᵬҙȁ ȁ ̔

̂1̃ ҉ ӟȂ

̂2̃ ╠ҹ ̆ ᵣᴪȂ̂ ֜ ΐ̃

̂3̃ ̔ ᵬ Ȃ̂ ╠ 50% ⱴ̃

̔

ԅ office ᴆ ̆ ԅ

ⱬ̆ ֲ ̆ ῤ Ῑԅ ᴇṿ Ȃ׆ ᵣ⌠

Ҭ ѿ ̆ Ҭ ԅ ᵬ ̆ Ῑԅ Ҥ

Ώᵬ Ȃ

ᵣ ̆ᵖ׆ ⅞⌠ ᵬ Ҍ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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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思政建设成效检验

经过课程思政示范课建设、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专项课题研究、教师在课

堂一线的教学实践，课程思政的建设效果有待检验，其中包括教师的育人理念是

否提高，思政元素挖掘是否充分，课堂融入方式是否恰当，学生的接受效果是否

满意。成效的检验手段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实施课程自我评估

任课教师或教师团队通过学生访谈或问卷调查形式，不定期开展课程思政建

设成效评估，把课程思政改革成效作为课堂教学反思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了解

课程中哪些教学内容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哪种融入方式最受欢迎、哪些思政元

素对学生触动最大，来评估课程思政实施的有效性。经过多轮自我反思，不断挖

掘思政新鲜元素，逐步优化课程思政融入的路径，持续提升课程思政育人效果。

在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中设置课程思政目标的指标点，通过是否能够入选各级一

流课程、重点教材建设项目，来检验课程建设成效。

2.开展满意度调查

在学期末对每一门课程开展课堂满意度调查，在评价体系中设计关于立德树

人和意识形态实施的相关指标。通过学生评价了解课程思政的达成程度和教育教

学方法的接受程度。在毕业生中开展调查，了解学生就业情况和发展状况，请毕

业生对学校教育教学满意度进行评价，进而分析培养目标、特别是思政目标的达

成度。

3.实施日常教学督导

通过督导专项检查和领导干部听课，检查课程思政内容是否进大纲、进教案、

进课堂、进思考题、进考核内容，考察教师教学过程中的思政意识，指导优化课

程思政的融入路径和方式，努力提升教师思政能力，推动所有学院所有课程都达

到课程思政规范化建设要求，稳步提升育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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