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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思政实践教学体系规范化 

规范建设教学基层组织，独立设置“思政实践课教学部”。规范课

程设置，《思政实践课》课程设置 2 学分 32学时，制定教学目标、教

学大纲、实践手册，建设课程资源。规范内容建设，设计独特教学内

容，进行实践理论指导，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范教材

建设，编撰出版教材《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导论》。规范考核流

程及标准，制定考核要求，组织公开答辩，师生共同评价。系统性、

全流程的改革创新，全面规范了教学体系，提升了针对性和实效性。 

 

2.思政实践教学过程规范化 

创新实践教学体系，精选实践主题，深化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认识，加强对社会实践方式方法的理论指导，完善理论与实践结合

路径，引导学生带着课堂中的问题，与现实相结合，感受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坚定“四个自信”。丰富实践平台，依托智

慧树建设实践教学线上平台，着力打造虚拟仿真思政体验教学中心，

共建共享各类实践基地，积极校地合作建设“理论热点面对面”示范

点、实践基地,用好教育部“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和地方红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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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资源。全员覆盖的实践体系，满足学生期待和成长发展需求，做到

人人能参与，个个有收获，引导学生学思践悟，培养社会担当精神和

责任意识，不断增强服务社会的本领。 

 

3.思政实践协同机制规范化 

规范协作运行机制，依托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各专业学院及学工

团委等部门联合的协同工作小组，统筹推进实践育人协同创新，共建

共享已有思政实践基地、专业实践基地和“三下乡”社会实践基地，

统筹校地合作拓展校外实践平台。规范实践协同形式，思政实践与思

政课主干课程教学内容相结合，由思政教师直接负责；与实习实训相

结合，由具体负责的专业教师负责；与公益活动、志愿服务相结合，

通过与相关机构对接进行委托管理；与考察红色革命旧址和传统教育

基地相结合，与“青年红色筑梦之旅”社会实践相结合，由辅导员负

责。在实践过程中，思政实践教学团队对全部实践团队进行分类指导，

及时追踪响应。思政实践与专业实践、“三下乡”社会实践融合协同，

将专业能力的强化与思想素质的提升结合起来，实现成才与成人的统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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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思政实践队伍建设规范化 

充分发挥全员育人队伍协同效应，推进实践育人队伍融合。辅导

员学科归属马克思主义学院，与思政教师一起培训提升；思政教师参

加专业教师的课程思政，专业教师为思政实践进行专业指导，思政教

师参加“三下乡”社会实践指导教师，辅导员参加思政实践的集体备

课，引导大学生将思政实践与专业实践、“三下乡”社会实践相结合。

三支育人队伍同向同行，形成实践育人合力，推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

政相结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