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史系课程思政建设实施方案

课程思政是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落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和

方式，也是教师利用课堂主阵地在教学活动中践行立德树人使命

的根本要求，还是践行“以文化人，以史明志”的文史精神的有

效途径。

为了认真落实山西省教育厅《关于实施职业教育铸魂育人计

划的通知》（晋教职成〔2021〕13 号）精神和学校《晋中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实施职业教育铸魂育人计划工作方案》（校字

202174 号）文件要求，深入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内容，开展全员、

全方位、全过程育人实践，特制订《文史系课程思政实施方案》。

一、成立课程思政建设领导组

组长：王宪文

副组长：成永亮

成员：各教研室主任

职责:根据学校思政建设方案要求，结合文史系实际开展课

程思政建设工作的总体设计与工作协调与指导，解决建设中存在

的问题；

二、组建课程思政建设业务组

组长：成永亮

副组长：教研室主任、团队负责人

成员：团队成员

职责：组长、副组长负责组建课程思政建设团队，打造思政

育人品牌，开展课程思政专题建设，组织申报成果评比；课程思

政团队负责人要组织成员制定课程思政建设计划，定期开展课程

思政研究，录制课程思政微课视频，在文史系网站平台展示，积



极申报成果评比。

三、课程思政建设总体规划

1.开展文史系思政育人品牌建设

根据学校总体建设方案，利用文史系现有资源，2021——

2025 年拟开展“太行革命斗争史”“晋商文化”“名人诗句励

志园”育人品牌建设。

2.开展文史系课程思政微课群建设

根据学校总体建设方案，结合文史系现有资源，2021—2025

期间，拟开展“文化自信”系列、“职业理想”系列、“成人成

才”系列、“红色文化”系列等课程思政微课建设。

四、育人品牌建设规划与设计

1.“太行革命斗争史”育人品牌

负责人：田海

建设周期（2021.9——2023.9），依托“地方优秀文化进课

堂”省级教学成果特等奖品牌和郭素明编著《太行革命斗争史》

教材，通过教学、研究，以及开展各种活动，落实“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的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打造“红色革命文化”育人品

牌。

2.“晋商文化”育人品牌

负责人：吴红霞

建设周期（2021.9——2023.9），依托“地方优秀文化进课

堂”省级教学成果特等奖品牌，利用吴红霞著《晋商文化》《晋

商》等教材以及相关科研项目，打造优秀地方文化育人品牌。

3. “名人诗句励志园”育人品牌

负责人：王宪文

建设周期（2022.9——2024.9），利用行知楼四号教学楼二

三层楼道“名人诗句育人阵地”，开展大学生各种成人、成才、



成功教育活动，打造“名人诗句励志园”育人品牌。

五、思政微课建设规划与设计

1.“文化自信”课程思政系列微课建设（2022.1——

2024.12）

依托《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大

学语文》《儿童文学》等文学类课程，挖掘文学类课程中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要素，在教学中渗透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熏

陶，培植民族文化自信。

2. “职业理想”课程思政系列微课建设（2022.1——

2024.12）

依托《教师口语》《书写》《简笔画》《小学语文教学法》

《教育学》《心理学》等职业教育类课程，从理论与实践等多个

层面挖掘课程思政教育元素，在教学中认知、技能训练和能力培

养中，渗透职业理想、信念、情感、道德等教育，为学生走向教

育教学岗位奠定基础。

3. “成人成才”系列课程思政系列微课建设（2022.1——

2024.12）

依托《大学语文》《职业生涯规划》、学生社团、社会实践、

就业创业指导等课程，从课程教学与社会实践结合角度，引导学

生珍惜在校学习的大好时光，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机会，

壮大自身实力，为就业、创业奠定人生的基础。

4. “红色文化”系列课程思政系列微课建设（2022.1——

2025.12）

依托《太行革命斗争史》《中国现代史》《中国共产党党史》

等历史课程和文献，结合晋中市红色革命历史，挖掘地方红色文

化资源，建设地方红色文化教育系列微课，完善和丰富太行革命

斗争历史教育资源。



六、保障措施

1.将系思政课程建设计划纳入学校思政建设总体方案中，成

为学校思政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

2.利用好学校绩效政策，鼓励教师们开展课程思政建设工

作。

3.条件许可下，给课程团队配备一定的建设经费，支持建设

工作

4.鼓励教师边建设边开展研究，达到理论与实践双丰收，双

提高。

附：山西省省级特色育人品牌和省级思政教育微课建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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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特色文化育人品牌：

建设

指标
指 标 内 涵

品牌内

涵

(1)品牌主题鲜明，富有特色和创意；

(2)以“立德树人”为目标，与思想政治教育紧密结合；

(3)能围绕本校办学定位与特色，充分调查了解职业学校学生特点，与职业教育密切结合；

(4)品牌功能健全，具有增强思政育人的正向作用；

(5)品牌渠道选取恰当。

品牌建

设

(1)有成熟的、成体系、可推广的思政育人产品(包括内容、方法、模式等)；

(2)品牌建设方案具体、可行（包括品牌名称、内涵、目标任务、主要措施、保障等，总

体工作方案、分年度计划和具体实施方案要明确）；

(3)紧紧围绕“三全育人”理念、“十大育人体系”打造特色文化育人品牌；

(4)以职业学校学生为服务对象，内容、方法有针对性；

(5)文化要素取材来源多元、内容丰富，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山西红色（革命）

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

(6)注重发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将品牌建设成果运用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网、易

班网和中国大学生在线全国共建活动之中。

品牌宣

传

(1)文化载体丰富，能充分利用校内外各类媒体开展持续宣传活动：

(2)利用校内电台、宣传栏、背景墙、宣传册、课堂及主题活动开展宣传；

(3)通过建立网站(点击量超过 10000)、微信公众号(关注人数达在校生数 80%)、开发微

课方式宣传；

(4)通过市级、省级、国家级媒体开展宣传活动；

(5)每年进行品牌建设成果资料总结与分享。

品牌效

果

(1)在品牌的引领下，学校思政课与课程思政取得很大进步；

(2)在品牌的影响下，更多的教师参与到思政教育和课程思政中；

(3)在品牌的感召下，更多学生的个人品德及爱国热情有较大提升。

品牌影

响力

(1)本校受众广泛，80%以上师生熟知该品牌及主题；

(2)抽样调查全校 70%以上受众给予好评；。

(3)在前两条基础上，项目被评为省级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或被省级或国家级媒体报道，

有省内外 3所及以上同类院校前来交流学习。

（注：文化育人品牌，按类型可以分为红色文化、历史传统文化、晋商文化、工匠文化等。）



省级思政教育微课：

建设

指标
指 标 内 涵

选题

价值

(1)以“立德树人”为目标，与思想政治教育紧密结合；

(2)体现“三全育人”理念、充分利用“十大育人体系”；

(3)能围绕某一特色文化育人品牌，成体系地开发一定规模的微课群；

(4)以职业学校学生为服务对象，选题体现针对性；

(5)“通俗易懂、短小精悍”，具备独立性、完整性、示范性、代表性。

技术

规范

(1)微课视频时长 5-10 分钟；

(2)视频片头应显示微课标题、课程名称、制作人、所属院校等信息；

(3)视频图像清晰稳定、构图合理，声音清楚，主要教学环节有字幕提示。

教学

设计

与组

织

(1)教学方案：围绕选题设计、教学目标明确、重点难点突出、时间分配合理；

(2)教学内容：严谨充实，无政策性、科学性错误；能理论联系实际，既揭示社会和学科

发展规律，又贯穿思政教育理念；并能针对职业学校学生学情；

(3)教学组织：主线清晰、逻辑性强，明了易懂；注重突出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以及

教与学活动有机的结合；生动形象、注重实践，符合职业学校学生的认知规律。

教学

方法

与手

段

(1)教学方法科学有效，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教学过程中能灵活运用各种

教学媒体和辅助教学手段，辅助教学效果良好；

(2)课件设计美观大方，能将文字、图片、动画、视频、HTML 网页等技术融入其中，实现

良好的教学效果。

教学

规范

教师需要在符合职业规范的基础上，展现良好的教学风貌和个人魅力：

(1)教师出镜类作品：教师服装得体、仪表端庄、教态自然；教学语言规范、清晰，富有

逻辑性与感染力；

(2)教师不出镜类作品：教学语言规范、清晰，富有逻辑性与感染力；能够运用各种教育

技术手段把教学内容的重难点及逻辑关系等讲解清楚。

教学

效果

(1)完成预定的教学目标，促进学生知识的丰富与专业能力的提高；

(2)教学形式新颖，教学过程深入浅出、形象生动，富有趣味性和启发性，教学氛围的营

造有利于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3)对提升学生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以及爱国热情效果明显。

注：微课类型可包括：公共基础课(含思政课)、专业类、实践类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