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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教育厅等十部门关于印发 《江苏省全面

推进
“
大思政课

”
建设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设区市教育局、党委宣传部、党委网信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生态环境局、市文物局、市卫生健康委、市乡村振兴局、市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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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委、市科协,各高等学校:

现将 《江苏省全面推进
“大思政课

”
建设的实施方案》印发给

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个蜗

辘≡盏

%
劁

暌

啻

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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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全面推进
“
大思政课

”

建设的实施方案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太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
“大思政课

”
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

的若干意见》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马克思

主义学院建设的意见》及省委办公厅相关实施意见精神,根据教

育部等十部门印发的《全面推进
“大思政课

”
建设的工作方案》要

求,结合江苏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 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建强课堂教学主渠道,改革创新实践教学,推

出优质教学资源,建好大师资,建立“
大思政课

”工作格局,推动

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结合,推动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

行,教育引导广大学生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

”、做到
“两个维护

”,努力成为堪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二、建强课堂教学主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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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化党的创新理论
“三进

”工作和研究阐释。持续推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师生头脑 ,

全面开好讲好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课。在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支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课题立项,鼓励高校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理化阐释和专题化研究。

2。加强思政课课程群建设。各高校要加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课程群建设,形成必修课加选

修课的课程体系。要统筹全校力量,结合自身实际,重点围绕习

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

强军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以及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宪法法律、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等设定课程模块,开设选择性必修课程。

3.丰 富课堂教学内容。依托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

委员会,加强各门思政课程教学指导,建立健全集体各课制度 ,

帮助教师讲深讲透讲活思政课。省教育厅积极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常态化长效化,鼓励和支持开发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各地各校

要围绕新时代的伟大实践,充分发掘地方红色文化、校史资源,

将伟大建党精神和抗疫精神、科学家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伟大

精神,生动鲜活的实践成就,以及英雄模范的先进事迹等引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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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和历史融入各学段各门思政课。

4.创 新课堂教学方法。省教育厅将开展高校
“
课堂、网络、

实践‘三位一体
’
的思政课教学

”
集体行动,推进思政课课堂教学、

网络教学、实践教学三者的有机结合,推动形成课堂、网络、实

践“三位一体
”思政课教学模式;推动研究性学习引入中小学思政

课教学,打造知行合一的教学模式。各高校要善于采用多样化的

教学方法,注重发挥学生主体性作用,积极运用小组研学、情景

展示、课题研讨、课题辩论等方式组织课堂实践。有条件的高校

要为思政课配各助教,协助开展教学组织、课后答疑等工作。

5.改革教学评价体系。充分发挥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指导委员会督查、评估作用,组织开展集中听课,加强教学调研

指导。各高校要建立校领导、教学督导、马克思主义学院班子成

员、思政课教师和学生参加的多维度综合教学评价工作体系,重

视教学过程评价,增加教学研究和教学成果在评价体系中的权

重。要把思政课教学评价结果作为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重

要指标,作为思政课教师绩效考核、职称晋升、评奖评优等的基

本依据。

三、善用实践教学大平台

6.建立实践教学体系。各高校要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领

导小组作用,建立党委统一领导,马克思主义学院积极协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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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处、宣传部、学工部、团委等职能部门密切配合的思政课实践

教学工作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学晓指定专人负责,建立健全安全

保障机制,积极整合思政课教师和辅导员队伍,共同参与组织指

导思政课实践教学,将思政课教师、辅导员指导学生开展实践活

动、指导学生理论社团等纳入教学工作量。参照学生专业实训(实

习)标准设立思政课实践教学专项经费。

7.落实实践教学学时学分。各高校要严格落实本科2个学分、

专科 1个学分用于思政课实践教学的要求,中 小学校要安排一定

比例的课时用于学生社会实践体验活动。要精心设计实践教学大

纲,坚决避免实践教学娱乐化、形式化、表面化。鼓励有条件的

高校开设专门的实践教学课。

8.开展多样化的实践教学。省教育厅将持续组织开展江苏

“互联网卩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

”活动、“
小我

融入大我,青春献给祖国
”主题社会实践活动、“

马克思主义·青

年说
”
系列活动、“

文明风采
”活动、“

技能成才 强国有我
”主题教

育等活动。各高校要紧扣思政课实践教学目标和要求,利用志愿

服务、理论宣讲、社会调研等实践活动,开展实践教学。注重总

结实践教学成果,把优秀成果作为课堂教学的有效补充。

9.用 好实践教学基地。省教育厅等有关部门将利用现有基地

(场馆 ),设立一批省级
“大思政课

”
实践教学基地。各地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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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结合实际,积极建设
“大思政课

”
实践教学基地。各校要主动对

接国家及省级层面的
“大思政课

”
实践教学基地 (名 单见附件 1、

附件 2),开发现场教学专题,积极开展实践教学。有条件的学

校可与有关基地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加强研究和资源开发。各高

校要发挥好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的实践教学功能。

四、建好资源服务大窗口   ,

10.加 强网络思政课教学资源建设。省教育厅将着力打造
“
教

学新时空
’’cc名

师空中课堂
”网络平台,结合

“
名师空中课堂

”云对

话、城乡结对互动课堂等项目,组织全省中小学
“
共上一堂思政

课
”,一体化开展各课和教研。组织省级思政课名师工作室、中

小学网络名师工作室 (党建方向)及高校相关部门院系等开展思

政精品课建设。各地各校要用好教育部和省级思政课教学资源平

台,不断提高思政课教师教学能力和水平。

11.打造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共享平台。省教育厅将积极组织

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团队开设课程思政示范公开课堂,打造系列

名家课堂,示范引领各学科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在加强部分高校

课程思政基地等平台基础上,研发成本适宜的虚拟仿真实验资

源。各高校要用好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平台,不断推进课程思政融

合创新。

五、建强师资队伍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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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建设专兼结合的师资队伍。各地各校要严格按照要求配

齐建强高校专职思政课教师、辅导员队伍,提高中小学专职思政

课教师比例,实行思政课特聘教师、兼职教师制度,积极聘请党

政领导、科学家、老同志、先进模范等担任思政课兼职教师。省

教育厅将加大思政课教师后各人才培养力度,持续实施高校优秀

青年思政课教师
“
领航·扬帆

”
计划,积极开展中小学

“
名师领

航
’’cc名

师工作室’’cc名
班主任工作室”

建设,加快青年思政课教师

成长。     ˇ

13.加 强研究平台建设。在省社科基金规划项目、省教育科

学规划课题项目、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设立思政课

研究专题,重 点支持开展教学难点及对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

化、课程思政等研究。发挥省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高校思政课

教育教学改革创新示范点作用,支持思政课教师加强教育教学研

究。要建设高校网络思政名师工作室,资助开展课题研究,推广

优秀工作案例。

14.提升师资队伍能力。省教育厅将定期组织中小学思政课

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中小学班主任基本功大赛、中等职业学校

班主任能力比赛,将思政教育的理念、方法和目标要求融入竞赛

过程,促进思政课教师不断提升学科素养。持续开展全省高校思

政课教学展示活动,定期开展优秀思政课示范课巡讲活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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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院校不断完善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培养体系,培养一批专业能

力突出、综合素质优良的思政教育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建立健

全实践教育和校外实践锻炼制度,定期组织中小学思政课骨干教

师出国研修。每年在省级教师培训工作中专门设置思政课教师素

质能力提升培训专题。加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骨干研修。各地教

育部门要建立中小学思政课教师轮训制度。各高校严格落实生均

经费用于思政课教师的学术交流、实践研修等政策,并逐步加大

支持力度。

15.完善评价激励机制。要将思政课教师开展时事教育和组

织社会实践活动时间记入工作量。思政课兼职教师申报职称时认

可其思政学科成果。加大对高校思政课教师的关怀激励力度,因

地因校制宜,设立思政课教师岗位津贴,纳入绩效工资管理,相

应核增学校绩效工资总量。选树优秀思政课教师先进典型,在教

学名师、“四有
”
好教师团队、江苏教师年度人物等推选活动中向

思政课教师倾斜。

六、建立“大思政课
”工作格局

16.加 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省教育厅成立江苏省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加强对不同学段不

同类型思政课建设分类指导,推动新时代学校思政课高质量发

展。鼓励各地各高校加强引导和协调,建立大中小学师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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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课评课、教研交流、集体备课等常态化工作机制。

17.推进课程思政高质量发展。省教育厅建立课程思政高校、

专业和课程层面三级指标体系,持续发挥省级指标体系导向作

用。组建职业院校课程思政教学指导委员会,开展课程思政教学

能力培训,建设课程思政共享资源库。建设课程思政示范高校、

示范职业院校,推 出课程思政示范课程,选树一批课程思政教学

名师和团队。创设江苏高校课程思政工作坊,开展系列品牌活动。

组织开展高校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培训班。充分发挥国家级和

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示范专业、示范高校的辐射作用,继续

选树典型,示范引领各学科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培育建设一批省

级中小学思政育人特色学校。

18.加强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各地各校要以重大纪念日、

重大历史事件为契机,通过
“
学习新思想,做好接班人”主题教育、

职教学生读党报、新时代先进人物进校园、论坛讲坛、讲座报告

会等活动,组织专题
“思政太课

”。各级各类学校党委书记、校长

要利用开学、毕业典礼等重要场合,每学期至少为学生上 1次思

政课。各高校要深入推进
“三全育人”

综合改革,加强“
一站式

”
学

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各地各校要用好国家和省各类
“
大思

政课
”
实践教学基地,加强与基地联系,探索建立长效机制,形

成工作合力,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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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引导广大学生在实践中感悟党的创新理论的思想魅力和

实践伟力,增进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认

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争做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

时代新人。

19.加强统筹协调。省教育厅、省委宣传部做好全省
“大思政

课
”
建设的总体谋划,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对省级

“大思政课
”
实践

教学基地开展评估评价。省委网信办指导做好
“大思政课

”全媒体

宣传。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生态环境厅、省文物局、省卫生健

康委、省乡村振兴局、省关工委、省科协等部门要加强对各类实

践教学基地的指导和建设,切实发挥好基地的育人功能。

⒛。加强工作保障。各地各校要把建立“大思政课
”工作格局

作为
“
十四五”

时期推动思政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在经费投

入、队伍建设、条件保障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有中外合作办学

院校的地方,要将其纳入“大思政课
”
建设整体布局。各地各校要

及时总结宣传
“
大思政课

”
建设的好经验好做法,营造良好舆论氛

围。

附件:1。教育部等八部门设立“
大思政课

”
实践教学

基地名单 (江苏地区)

2.江苏省级
“大思政课

”
实践教学基地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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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教育部等部门设立
“
大思政课

”
实践教学基地名单

(江苏省)

-、 科学精神专题实践教学基地名单

1.中 国北极阁气象博物馆 (南京市 )

2.红色李巷 (南京市 )

3.大金山国防园 (南京市 )

二、工业文化专题实践教学基地名单

1.永利化学工业公司jIE厂 (南京市 )

2.大生纱厂 (南通市 )

三、抗击疫情专题实践教学基地名单

1.江苏省人民医院 (南京市 )

2.江苏省中医院 (南京市 )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专题实践教学

基地名单

1.雨花台烈±纪念馆 (南京市 )

2.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南京市 )

⒊周恩来纪念馆 (淮安市 )

4,淮海战役纪念馆 (徐州市 )

五、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专题实践教学基地名单

江苏省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 (南京市 )

六、党史新中国史教育专题实践教学基地名单

1.南京大金山国防园——大佥山青少年党史国史教育基地 (南京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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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南京市 )

3.周恩来纪念馆 (淮安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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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省级“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名单

序号 基地名称

梅钢工业文化旅游区1

南钢文化旅游区2

江苏高淳陶瓷股份有限公司3

南京卫岗乳业有限公司4

南京博物院5

6 渡江胜利纪念馆

7 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

南京科技馆8

省科协“院士之家”9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天教育教学基地10

江苏省中医药博物馆1 1

12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南京农业大学白马教学科研基地13

南京永宁现代农业展示基地14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现代乡村运营研究院金牛湖实践教学基地15

16 江苏南京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17 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抗疫主题教育实践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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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基地名称

18 江苏省南京未成年人社会实践行知基地

19 南京市江宁区青少年社会实践基地

20 南京市十月军校

21 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

22 中国丝业博物馆

23 无锡博物院

24 江阴市青少年国防教育基地

25 宜兴市科技馆

26 姚桐斌故居陈列馆

27 无锡现代农业博览园

28 太华山新四军和苏南抗日根据地纪念馆

29 江阴滨江公园

无锡太湖大溪港省级湿地公园30

31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32 徐州马庄乡村振兴学堂

33 王杰烈士陵园

34 小萝卜头纪念馆

35 徐州潘安湖国家湿地公园

36 中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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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基地名称

37 常州运河五号创意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38 常州天虹纺织有限公司

39 常州三杰纪念馆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40

华罗庚纪念馆41

亨通集团有限公司42

中国宋锦文化园43

王淦昌故居44

程开甲小学45

46 张家港善港农村干部学院

47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江南农耕文化博物馆

48 常熟市支塘镇蒋巷村

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49

50 新四军太湖游击队纪念馆

51 中共苏州独立支部旧址

52 叶圣陶纪念馆

53 江苏吴江同里国家湿地公园

54 南通博物苑

55 南通市文化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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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如皋市红十四军纪念馆

57 张謇纪念馆

58 南通环境教育馆

59 如皋市长江青少年素质教育实践基地

60 南通市中小学生素质教育实践基地

61 南通滨江公园

62 连云港陇海铁路历史博物馆

63 连云港市革命纪念馆

64 灌云县科技馆

65 田湾核电科技馆

66 抗日山烈士陵园

67 江苏省连云港未成年人社会实践基地

68 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

69 红色金南人民兵工展示馆

70 淮安乡村振兴学院

71 江苏淮安白马湖国家湿地公园

72 新四军纪念馆

73 江苏省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74 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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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黄海湿地博物馆75

扬州灯泡有限公司76

江苏谢馥春国妆股份有限公司77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78

扬州博物馆79

江上青烈士史料陈列馆80

扬州运河三湾景区81

恒顺醋业股份有限公司82

茅山新四军纪念馆83

赵亚夫事迹馆84

江苏大学中国农机文化展示馆85

江苏农博园86

镇江市青少年活动中心87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诞生地纪念馆88

泰州市科技馆89

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90

泰兴祁巷乡村振兴学堂91

朱瑞将军纪念馆92

大王庄干部教育中心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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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纪念馆

95 宿北大战红色教育中心

96 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

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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