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4

黑龙江省高校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和教学团队培育项目

评审指标体系（试行）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具体内容

分

值

总体
设计

(20 分)

基本

情况

课程已纳入人才培养方案或专业考试计划，实施学分管理，并至少经

过两个学期或两个教学周期的建设和完善，体现学生中心、产出导向、

持续改进。

5

教学

设计

坚持立德树人，课程建设理念先进，教案课件科学完整，育人目标明

确，符合学校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推动价值塑造、知识传授与

能力培养紧密融合。课程思政建设方向正确，围绕“坚定学生理想信

念，教育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主线，结

合所在学科专业育人要求和课程育人特点，准确把握课程思政建设重

点，注重课程思政建设模式创新，将思政教育贯穿教学全过程。

15

授课
教师
团队

(20 分)

课程

负责

人及

教学

团队

授课教师政治立场坚定，师德师风良好。课程负责人具有高级职称，

具有丰富的课程思政教学实践经验，能够准确把握本课程开展课程思

政建设的方向和重点，并有效融入课程教学全过程，形成有质量有分

量的理论研究成果。课程教学团队人员结构合理，任务分工明确，集

体教研制度完善且有效实施，经常性开展课程思政建设教学研究和交

流，课程思政建设整体水平高。

20

教学
实践

(20 分)

教育

内容

深入挖掘课程蕴含的思政教育资源，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

素养、宪法法治意识、道德修养等重点，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给，教

学内容和资源优质适用，体现思想性、前沿性与时代性。公共基础课

程注重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专业教育课程注重挖掘提炼专业知识体系

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实践类课程注重知行合一，增强学

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10

课堂

教学

课程总体设计得到全面落实，内容讲授全面系统、科学细致、生动形

象，育人目标有效达成，切实做到不离专业讲思政、渗透思政讲专业。

课堂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方法灵活多样，教学手段丰富合理，现代信

息技术应用科学有效，充分体现先进性、互动性与针对性。

10

课程
评价
与成效
(30 分)

课程

考核

评价

课程考核方式和评价办法完善。校内外同行专家对本课程予以高度评

价和广泛认可。学生评教结果优秀，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参与感、获

得感和成就感。

15

示范

辐射

课程思政建设成果突出，育人成效显著。具有较高水平的课程思政建

设成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和模式方法。示范辐射效应显

著，已在全国或区域范围内或院校之间，共享经验做法和优质资源。

15

课程
特色
与创新
(5 分)

特色

创新

立足区域特色和学校人才培养定位，在课程思政建设理念、内容、模

式、方法、路径等方面积极改革创新，形成有特色、有亮点的课程思

政建设成果。

5

建设
计划
(5 分)

建设

计划

今后五年课程思政建设方向正确，措施得当，保障有力，可操作性强，

能有效提升育人成效。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