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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高等学校省级思政课示范课程

申报书

学 校 名 称 ：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盖章）

课 程 名 称 ：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课 程 负 责 人 ： 黄永忠

联 系 电 话： 13678135381

填 表 日 期 ： 2019 年 9月 15日

四川省教育厅

二〇一九年制



一、课程基本情况

1-1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授 课

对 象
2019级新生

开课期数 第 1学期
课 程

学 时
48

学 分 3 授课类型 □线上课程 □线下课程
☑混合式课程

选用教材或
主要教学资料

教材：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版

教学资料：

1.《思想道德修养教学案例教学指导》， 余琳主编，北京理

工大学出版社，2019 年 07 月版

2.《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学习指导与练习》，李晓平、李

莉主编，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9 年 07 月版

3.《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建议（高职高专版）》，韩

宪洲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 04 月版

4.《思想道德修养教学设计》， 边和平、郑萌萌主编，中国

矿大出版社，2019 年 04 月版

教学改革情况

1.整合教材内容，把全书分为三大专题，采用专题教学；

2.改革传统考试模式，采用过程化考核，更加注重学生的平

时表现；

3.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外实践教学活动。

1-2 课程团队基本信息

课
程
负
责
人

姓 名 黄永忠 性别 男
出生

年月
1947.04

职称/职务

副教授/高级政

工师

党委副书记

毕业学校

/学历学位

兰州大学

经济学学士

研究方向 政治经济学 手 机 13678135381

已获得的荣

誉奖励、已完

成的课程建

设与教学改

获得荣誉

1.两次被学生推选为“我最喜欢的老师”；

2.获得局、市级优秀论文奖。



革成果 教学成果

[1]黄永忠.论川科精神[J].民办高等教育研究，2014(2)：29；

[2]黄永忠.煤矿企业文化[M].人民出版社，1992(2)。

黄永忠副教授在担任我校党委副书记期间，带领思政教

研室团队开展“重走长征路”的实践教学；指导思政教研

室教师课程建设；在大思政的思想指引下，深入教学一线。

课
程
团
队
成
员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职务 任务及分工

谷秀平 女 1971.04 讲师/教师 教学、资料撰写

杨 洋 女 1989.10 讲师/教师 教学、资料撰写

裴 东 男 1975.10 讲师/教师 教学、资料撰写

丁敬军 女 1987.02 讲师/教师 教学、资料撰写

谢 萌 男 1988.02 讲师/教师 教学、资料撰写

徐端倪 女 1989.10 讲师/教师 教学、资料撰写

常 恒 女 1989.12 助教/教师 教学、资料撰写

二、课程建设

2-1 教学目标

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材之成出于学。落实立德树人，树立正确人生价值

取向，培育能迎接挑战、道德高尚的新时代青年大学生。结合民办高职院校

生实际情况，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大学第一年是青年大学生人

生重要的转折时期，正确理解理想信念的内涵和特征，明确理想和信念的关

系，认识理想信念对大学生成长成才，掌握新时代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落实

立德树人具有重大意义。

本课程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实际上是一个释疑解惑、拓展思维的

过程，要帮助学生认识人生应该在哪用力、对谁用情、如何用心、做什么样

的人。引导学生增强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

之中，培养具有大国工匠情怀、高尚职业道与奉献精神的新时代技能型人才。

立德树人关系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关系国家前途命运。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立德树人、培根铸魂，我们就一定能培养好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实现亿万人民的伟大梦想筑牢坚实基础。鼓励青年

大学生不断雕琢完善自己，自觉服务于人民，奉献社会的实践中创造价值，

用美好的青春书写于无愧于时代、不愧于历史的青春华章。

2-2 建设思路和课程设计

建设思路

1.加强党对学校的全面领导，把思政课的重点难点作为党建工作的切入

点，在工作格局、队伍建设、政策支持上提供有效保障，形成全员参与思政

课建设的工作合力。

2.充分体现思政教师的主导作用，把对思政教师的教育放在首位，发挥

思政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思政课具有极

强的思想性、思维性与生命力，重视思政教师本身的思想水平，思维水平，

生命状态的教育，把教学实效作为评价思政课教师的首要指标，积极引导各

界精英、优秀人才投身思政课建设。

3.以学生为主体，以教材为根本，以问题为中心，以引领学生树立正确

的“五观”，培养学生“五种能力”为目标，构建和实施《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课模块化、专题化、项目化的教学体系。

4.将高等职业教育的殊性和思政教育的共性结合起来并落实到教学中，

从高职学生的特点和高职人才培养目标出发，突出理论点的讲解，突出典型

案例的分析，突出学生课堂教学参与，突出实践教学中的地域特征。探索适

合高职院校学生的教学手段，运用多种现代化多媒体信息技术，形成适合高

职院校学生特点的资源库，形成独特的教学风格。

课程设计

1.理论教学环节的设计

教学模块的构建，组织本校教师深入钻研教材，吃透教材内容，深入调

查、分析大学生的思想现状。针对学生相关问题编制教案、制作课件、精选

案例、建立试题库、创建微资源。完成之后，采用专题的形式进行教学，给

学生搭建道德与法律的理性认知平台，让学生在理性的指导下，去感知现实，

去纠正自己的道德“失范”行为。理论教学部分的考核总分 100 分，60 分为

合格，学分 2 学分。按照形成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平时

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各占 50%。

2.实践教学环节的设计

http://www.sohu.com/?strategyid=00001&spm=smpc.content.content.2.15707011854074uSBfR8


实践教学环节分为两类。实践教学一是互动体验式教学。在教育部和市

教委规定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学时之中，开设 16 个学时以

学生为主、教师为辅的互动体验式实践教学课。实践教学二是校内外实践活

动。包括党团组织活动、学生社团活动、和谐班级及文明寝室创建活动、传

统文化沙龙活动、校内实训活动、社会调查活动等。实践教学考核总分 100

分，60 分为合格，设置 1 个学分。其中互动体验教学占 70%，校内外其他实

践活动占 30%。

3.教学师资队伍的组建

校内各级党组织、教务处、学生处、宣传部、校团委等职能部门要参与

实践教学，形成合力，组建由思想政治教研室教师、学生辅导员、职能部门

相关工作人员等组成的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充分发挥联动育人作用。

三、教学效果

3-1 教学效果

思政课在高校课程体系中地位特殊，作用重大，它承担着“培养什么样

的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历史重任。我校思政课的

1.从教学方法到教风，教师能力得到提高。教师能够熟练掌握《思想道

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课程标准，具有较强的教学能力和丰富的教学经验，

教学效果显著，学生评价满意度高。教学老师受到学生广泛欢迎，同行评价

普遍较高。

2.从学习方法到学风，学生达到知行合一。学生通过思政课学习，自觉

接受和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治观，并通

过他们处理实际问题的行动表现出来，将理论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

到知行合一。

比如：我校 2014 级航空学院空乘专业学生袁远，从小立志成为一名军人。

虽然高考未能进入军校，但依然没有放弃军人梦想。在思修课理想

信念教育后，大一期间毅然选择了当兵。现在是西藏军区唯一的女兵炮

长，长期驻守在海拔 4500 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恶劣的环境给了她不屈不挠的

革命意志。她说：“身为女兵也不能降低训练标准，必须紧盯实战，苦练实练，

把美好青春献给国防，用全部生命巩固边疆，这是她最大的理想”。后当选为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这说明思政课教学对学生的个人发展起着

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教学活动也让同学们懂得：理想不会凭空自己实现，



它需要我们脚踏实地的去奋斗、去追逐，要把远大的目标和脚踏实地的精神

相结合，将理论知识和实践相结合，方能取得成功。

在学校督导查课、学院领导听课和教研室老师互相听课中，所有班级出

勤率均在 90%以上，在期中和期末学生评教活动中，表示非常喜欢上思政课的

占比 66%、比较喜欢的占比 21.98%。总体上看，喜欢上思政课的占比达 87.98%。

思政课逐步成为我校学生“真正喜欢且终身受益”的一门课程。

3-2示范辐射

1.促进专业课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理想信念教育让各个专业的学生

能沉下心来规划自己的未来并脚踏实地的去奋斗去努力。为他们学好专业知

识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学生不再是为了上课而上课，为了学分而上课，

而是真正出于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钻

研专业技能，掌握一技之长，为出身社会做好准备。

2.引领课程思政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把立德

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基础教

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

系要围绕这个目标来设计，教师要围绕这个目标来教，学生要围绕这个目标

来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专业课如何做好德育工作提供了参考，构建了思政

课程、通识课程、专业课程三位一体的“思政课+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和各

类课程同向而行，共同为培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而努力。

四、政策支持及配套保障

1.学校把各二级学院的专业实训室作为思政课目标评测基地，可帮助检验

思政课的时效性；

2.图书馆有大量图书、影视资料，供思政课教学和学生课外拓展使用；

3.学校后山开辟出一条“现代长征路”，为思政课提供实践教学基地；

4.学校各级领导非常重视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充分肯定思想政治理论课

的育人功能，鼓励思政课的教改、科研活动。我校思政课有稳定的师资队伍和

丰富的教学经验，为思政课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五、审核意见

5-1 项目承诺



本人保证示范课程《申报书》填报内容真实，不存在任何知识产权

问题。如有违反，本人将承担相关责任。

课程负责人签字：黄永忠

2019 年 9 月 20 日

5-2 学校党委审核意见

同意上报。

（盖章）

2019 年 10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