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级指标
2级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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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类型
(有无、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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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标准
值

目标
值

1.优化课

程思政教
学体系

人才培
养方案

课程思政
教学体系

必选

课程思政落实到所有专
业的培养目标、培养规
格、课程体系等人才培
养方案各环节，形成环
环相扣、紧密支撑的课
程思政教学体系

完成2021级所有专
业的课程思政教学
体系建设，专业覆
盖面达到100%

百分比
降序(越
大越好) 100.0 100.0

1.优化课

程思政教
学体系

人才培
养方案

课程思政
教学体系

必选

课程思政有机融入到由
公共基础课、专业教育
课、实践类课程组成的
第一课堂和由素质教育
组成的第二课堂

课程思政由公共基
础课、专业教育课
、实践类课程组成
的第一课堂和由素
质教育组成的第二
课堂开课覆盖面达
到100%

百分比
降序(越
大越好) 100.0 100.0

1.优化课

程思政教
学体系

课程标
准

公共基础
课程标准

必选

公共基础课程标准是否
全方位多角度纳入课程
思政建设内容，是否将
课程思政建设及成效作
为衡量课程标准合格与
否的重要考核指标。

公共基础课程标准
已纳入课程思政建
设内容，并课程思
政建设及成效作为
衡量课程标准合格
与否的重要考核指
标

是否
降序(越
大越好) 1.0 1.0

1.优化课

程思政教
学体系

课程标
准

专业课程
教学标准

必选

专业课程教学标准是否
全方位多角度纳入课程
思政建设内容，是否将
课程思政建设及成效作
为衡量课程标准合格与
否的重要考核指标。

专业课程标准已纳
入课程思政建设内
容，并课程思政建
设及成效作为衡量
课程标准合格与否
的重要考核指标

是否
降序(越
大越好) 1.0 1.0

1.优化课

程思政教
学体系

课程标
准

实践类课
程标准

必选

实践类课程标准是否全
方位多角度纳入课程思
政建设内容，是否将课
程思政建设及成效作为
衡量课程标准合格与否
的重要考核指标。

实践类课程标准已
纳入课程思政建设
内容，并课程思政
建设及成效作为衡
量课程标准合格与
否的重要考核指标

是否
降序(越
大越好) 1.0 1.0

1.优化课

程思政教
学体系

课程标
准

公共基础
课程标准

必选

公共基础课程标准是否
全方位多角度纳入课程
思政建设内容，是否将
课程思政建设及成效作
为衡量课程标准合格与
否的重要考核指标。

所有公共基础课程
标准已纳入课程思
政建设内容

百分比
降序(越
大越好) 100.0 100.0

1.优化课

程思政教
学体系

课程标
准

专业课程
教学标准

必选

专业课程教学标准是否
全方位多角度纳入课程
思政建设内容，是否将
课程思政建设及成效作
为衡量课程标准合格与
否的重要考核指标。

所有专业课程标准
已纳入课程思政建
设内容

百分比
降序(越
大越好)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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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优化课

程思政教
学体系

课程标
准

实践类课
程标准

必选

实践类课程标准是否全
方位多角度纳入课程思
政建设内容，是否将课
程思政建设及成效作为
衡量课程标准合格与否
的重要考核指标。

所有实践类课程标
准已纳入课程思政
建设内容

百分比
降序(越
大越好) 100.0 98.0

1.优化课

程思政教
学体系

课程教
学内容

思政元素
融入

必选

课程教学内容中是否融
入家国情怀、社会责任
、道德规范、法治意识
、历史文化、思维品质
、劳动价值观和职业精
神等元素

课程教学内容中已
经融入家国情怀、
社会责任、道德规
范、法治意识、历
史文化、思维品质
、劳动价值观和职
业精神等元素

是否
降序(越
大越好) 1.0 1.0

1.优化课

程思政教
学体系

课程教
学内容

授课计划 必选

思政元素有机融入每个
学期课程授课计划、教
案、教材、课件和考
核，达到潜移默化育人
效果

思政元素有机融入
课程授课计划覆盖
率达到100%

百分比
降序(越
大越好) 100.0 100.0

1.优化课

程思政教
学体系

课程教
学内容

教案 必选

思政元素有机融入每个
学期课程授课计划、教
案、教材、课件和考
核，达到潜移默化育人
效果

思政元素有机融入
课程教案覆盖率达
到100%

百分比
降序(越
大越好) 100.0 100.0

1.优化课

程思政教
学体系

课程教
学内容

教材 必选

思政元素有机融入每个
学期课程授课计划、教
案、教材、课件和考
核，达到潜移默化育人
效果

选用的教材有机融
入思政元素，覆盖
率达到100%

百分比
降序(越
大越好) 100.0 100.0

1.优化课

程思政教
学体系

课程教
学内容

课件 必选

思政元素有机融入每个
学期课程授课计划、教
案、教材、课件和考
核，达到潜移默化育人
效果

思政元素有机融入
课程授课课件覆盖
率达到100%

百分比
降序(越
大越好) 100.0 100.0

1.优化课

程思政教
学体系

课程教
学内容

考核 必选

思政元素有机融入每个
学期课程授课计划、教
案、教材、课件和考
核，达到潜移默化育人
效果

思政元素有机融入
课程考核覆盖率达
到100%

百分比
降序(越
大越好) 100.0 100.0

1.优化课

程思政教
学体系

课堂教
学方法

教学环节 必选

价值塑造、知识传授、
能力培养融入到每门课
程的课前、课中和课后
的各个教学环节

课前、课中和课后
教学环节融入价值
塑造、知识传授、
能力培养

是否
降序(越
大越好) 1.0 1.0

1.优化课

程思政教
学体系

课堂教
学方法

课程思政
示范课堂

必选
每个专业是否形成课程
思政示范课堂

所有专业的课程思
政示范课堂开出率
达到100%（一专业
一示范）

百分比
降序(越
大越好)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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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优化课

程思政教
学体系

课堂教
学方法

第二课堂 必选

是否开展与课程思政建
设相关的社会实践、志
愿服务、实习实训活
动，不断拓展课程思政
教学方法和途径。

开展与课程思政建
设相关的社会实践
、志愿服务、实习
实训活动，参与人
数达到2000人次。

整数
降序(越
大越好)

2000.
0

1200
0.0

1.优化课

程思政教
学体系

教师队
伍

教学名师 必选 校级课程思政教学名师
10个左右校级课程

思政教学名师
整数

降序(越
大越好) 2.0 10.0

1.优化课

程思政教
学体系

教师队
伍

教学创新
团队

必选
思想政治课教学创新团
队和课程思政教学创新
团队

8个左右思想政治课

教学创新团队和课
程思政教学创新团
队

整数
降序(越
大越好) 2.0 8.0

1.优化课

程思政教
学体系

示范课
课程思政
示范课

必选
教研室开展课程思政教
研活动情况

每个教研室每学期
不少于2次 整数

降序(越
大越好) 2.0 5.0

1.优化课

程思政教
学体系

示范课
课程思政
示范课

必选
课程思政示范课（含示
范课堂和教育案例）

2021年以来分类分

层建设60门左右课
程思政示范课（含
示范课堂和教育案
例），每年不少于
12门。

整数
降序(越
大越好) 12.0 60.0

1.优化课

程思政教
学体系

教科研
项目

课程思政
建设教科
研研究项
目

必选
课程思政建设教科研研
究项目

2021年以来立项校

级及以上课程思政
建设教科研研究项
目累积不少于10项
。每年不少于2项。

整数
降序(越
大越好) 2.0 10.0

2.提升教

师思政育
人能力

培训机
制

建立常态
化课程思
政培训机

必选 完善教师培训制度
教师培训课程思政
方面的制度

有无
降序(越
大越好) 1.0 1.0

2.提升教

师思政育
人能力

学校培
育项目

课程思政
培训

必选

把课程思政培训纳入学
校岗前培训、在岗培训
和师德师风、教学能力
专题培训等学校培育项
目

学校岗前培训、在
岗培训和师德师风
、教学能力专题培
训四个方面的培训
是否涉及课程思政
内容

是否
降序(越
大越好) 1.0 1.0

2.提升教

师思政育
人能力

平台建
设

搭建课程
思政建设
交流平台

必选

搭建课程思政建设交流
平台，在学校、二级教
学部门以及教研室等多
个层面持续开展技能培
训、教学沙龙、集体备
课、交流观摩等教研活
动，提升教师课程思政
能力。

学校、二级教学部
门、教研室开展课
程思政教研活动的
情况。每学期不少
于一次。

整数
降序(越
大越好)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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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升教

师思政育
人能力

合作研
修团队

建立“课
程思政合
作研修”
团队

必选

利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部思政课教师基于学
科视野和专业背景的优
势，是否建立思政课教
师与专业课教师“同心同
向、聚智聚力”的合作研
修团队，

建立“课程思政合作
研修”团队

是否
降序(越
大越好) 1.0 1.0

3.完善课

程思政教
学质量评
价体系和

教学质
量评价

完善课程
思政教学
质量评价
体系

必选

在学生评教、督导评课
、同行听课的督导制度
设计中，是否设置“课程
思政”观测点

学生评教、督导评
课、同行听课评价
中设置“课程思政”观
测点

是否
降序(越
大越好) 1.0 1.0

3.完善课

程思政教
学质量评
价体系和

制度保
障

课程思政
管理制度

必选
教育教学管理中的是否
有课程思政管理制度

教育教学管理中有
课程思政管理制度

是否
降序(越
大越好) 1.0 1.0

3.完善课

程思政教
学质量评
价体系和

制度保
障

课程思政
管理制度

必选
绩效奖励制度中是否包
括课程思政方面内容

绩效奖励制度中包
括课程思政方面内
容

是否
降序(越
大越好) 1.0 1.0

3.完善课

程思政教
学质量评
价体系和

制度保
障

课程思政
管理制度

必选
职称评审制度中是否包
括课程思政方面内容

职称评审制度中包
括课程思政方面内
容

是否
降序(越
大越好) 1.0 1.0

3.完善课

程思政教
学质量评
价体系和

制度保
障

课程思政
管理制度

必选
项目评审制度中是否包
括课程思政方面内容

项目评审制度中包
括课程思政方面内
容

是否
降序(越
大越好) 1.0 1.0

3.完善课

程思政教
学质量评
价体系和

制度保
障

课程思政
管理制度

必选
有无课程思政示范课的
评审标准

有课程思政示范课
的评审标准

是否
降序(越
大越好) 1.0 1.0

3.完善课

程思政教
学质量评
价体系和

制度保
障

课程思政
管理制度

必选
教学创新团队的评审标
准是否包括课程思政方
面内容

教学创新团队的评
审标准包括课程思
政方面内容

是否
降序(越
大越好) 1.0 1.0

3.完善课

程思政教
学质量评
价体系和

制度保
障

课程思政
管理制度

必选
示范专业群的评审标准
是否包括课程思政方面
内容

示范专业群的评审
标准包括课程思政
方面内容

是否
降序(越
大越好)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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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善课

程思政教
学质量评
价体系和
教学管理

教学管
理

课程思政
教学管理

必选

是否建立课程思政质量
保障体系，强化督导质
量管理，将课程思政纳
入质量保障体系，综合
运用检查、督导、评价
、座谈等多种形式，加
强教学纪律约束，强化
教学运行状况及学生学
习状态监控，推进课程
思政持续发展。

建立课程思政质量
保障体系

是否
降序(越
大越好) 1.0 1.0

4.健全课

程思政建
设机制

完善激
励机制

课程思政
建设激励
机制

必选

是否把教师开展课程思
政建设情况和教学效果
作为教师考核评价的重
要内容

把教师开展课程思
政建设情况和教学
效果作为教师考核
评价的重要内容

是否
降序(越
大越好) 1.0 1.0

4.健全课

程思政建
设机制

完善激
励机制

课程思政
建设激励
机制

必选

是否把教师开展课程思
政建设情况和教学效果
作为人才选拔培养的重
要内容

把教师开展课程思
政建设情况和教学
效果作为人才选拔
培养的重要内容

是否
降序(越
大越好) 1.0 1.0

4.健全课

程思政建
设机制

完善激
励机制

课程思政
建设激励
机制

必选

是否把教师开展课程思
政建设情况和教学效果
作为岗位聘用的重要内
容

把教师开展课程思
政建设情况和教学
效果作为岗位聘用
的重要内容

是否
降序(越
大越好) 1.0 1.0

4.健全课

程思政建
设机制

完善激
励机制

课程思政
建设激励
机制

必选

是否把教师开展课程思
政建设情况和教学效果
作为评优奖励的重要内
容

把教师开展课程思
政建设情况和教学
效果作为评优奖励
的重要内容

是否
降序(越
大越好) 1.0 1.0

4.健全课

程思政建
设机制

完善激
励机制

课程思政
建设激励
机制

必选
课程思政建设成效是否
纳入二级教学部门和教
师个人绩效考核范围

课程思政建设成效
纳入二级教学部门
和教师个人绩效考
核范围

是否
降序(越
大越好) 1.0 1.0

4.健全课

程思政建
设机制

完善激
励机制

课程思政
建设激励
机制

必选

把课程思政建设情况是
否纳入教师党支部考核
指标体系和“双带头人”
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
建设内容

课程思政建设情况
纳入教师党支部考
核指标体系和“双带
头人”教师党支部书
记工作室建设内容

是否
降序(越
大越好) 1.0 1.0

4.健全课

程思政建
设机制

完善激
励机制

课程思政
建设激励
机制

必选

教学成果奖、教材奖等
各类成果的表彰奖励工
作中，是否突出课程思
政内容考核

教学成果奖、教材
奖等各类成果的表
彰奖励工作中，突
出课程思政内容考
核

是否
降序(越
大越好) 1.0 1.0

4.健全课

程思政建
设机制

完善激
励机制

课程思政
推进机制

必选

是否建立党委统一领导
、党政齐抓共管、教务
部门牵头抓总、相关部
门联动、各二级教学部
门落实推进的课程思政
推进机制。

建立党委统一领导
课程思政推进机制

是否
降序(越
大越好) 1.0 1.0

4.健全课

程思政建
设机制

完善激
励机制

课程思政
推进机制

必选
是否成立学校课程思政
领导小组

成立学校课程思政
领导小组

是否
降序(越
大越好) 1.0 1.0



1级指标
2级指

标
诊断点

诊断
点属
性

诊断点内涵 诊断标准

值类型
(有无、

百分比、
小数、证
书、是
否)

值预期
(降序(越
大越好)
、升序
(越小越

好))

标准
值

目标
值

4.健全课

程思政建
设机制

完善激
励机制

课程思政
推进机制

必选

各二级教学部门要切实
落实课程思政建设任务
的主体责任，履行好“一
岗双责”责任制，是否健
全建立课程思政推进机
制

二级教学部门健全
建立课程思政推进
机制

是否
降序(越
大越好) 1.0 1.0

5.课程思

政建设实
施

宣贯
课程思政
宣传动员
工作

必选

2021年6月前是否出台

学校《课程思政工作方
案》

2021年6月前出台

学校《课程思政工
作方案》

是否
降序(越
大越好) 1.0 1.0

5.课程思

政建设实
施

宣贯
课程思政
宣传动员
工作

必选
2021年6月前是否成立

课程思政领导小组

2021年6月前成立

课程思政领导小组
是否

降序(越
大越好) 1.0 1.0

5.课程思

政建设实
施

宣贯
课程思政
宣传动员
工作

必选

2021年6月前二级教学

部门是否成立课程思政
工作小组和课程思政研
究中心

2021年6月前二级

教学部门成立课程
思政工作小组和课
程思政研究中心

是否
降序(越
大越好) 1.0 1.0

5.课程思

政建设实
施

宣贯
课程思政
宣传动员
工作

必选
是否在全校范围内完成
课程思政宣传动员工作

在2021年9月前在
全校范围内完成课
程思政宣传动员工
作

是否
降序(越
大越好) 1.0 1.0

5.课程思

政建设实
施

宣贯
课程思政
培训工作

必选
是否开展课程思政培训
工作，建立课程思政年
度培训机制

2021年开展一期课

程思政培训
是否

降序(越
大越好) 1.0 1.0

5.课程思

政建设实
施

宣贯
课程思政
建设研讨
会

必选

各教学部门基层党组织
、专业教研室每月开展
课程思政建设研讨会，
就课程教学内容、教学
方法等课程思政主题讨
论，建立定期研讨机制

2021年1月教学部

门基层党组织、专
业教研室是否每月
开展课程思政主题
讨论

是否
降序(越
大越好) 1.0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