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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工科专业学生更需要接受全面的思政教育，
加强思想政治素养。“党建 + 课程思政”新模式将党建与思想政治进行专业渗透，实现教育的思政融

入，完善高校的教学体系，既能为课程思政建设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也使课程思政建设成为教师党支

部发挥战斗堡垒用的新载体和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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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urses is a 
strategic measure to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tal-
ents. Engineering students need to receive comprehens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strengthen thei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iteracy. The new model of “Party building +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egrates Party building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
tion in a professional manner, achieving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improving the teaching system of universities. It not only provides a strong organizational guar-
antee for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ut also makes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 new carrier and approach for teachers’ party branches to play a battle 
for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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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

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1]，2020 年以

来教育部也提出在所有高校、所有学科专业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2] 
[3] [4] [5]。理工科课程的学习需要缜密的逻辑思维，呈现出专业化和实用化的特点，理工科教师和学生的

政治理论基础往往不够扎实，这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滞缓了“课程思政”的实施。“党建 + 课程思政”是一

种将党建与思政进行专业渗透的新模式[6] [7]，既能为课程思政建设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也能在教育教学

工作中起到了政治把关作用[8] [9] [10]，因此这种新模式对“三全育人”体系的构建是大有裨益的。 

2. 构建目标 

1)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政治站位。基层党组织要不断提高政治站位、不断提升组织力，不断

增强引领作用，旗帜鲜明讲政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在思政课程建设中起到政治把关

的作用。 
2) 加强思政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师资力量。工科专业课背景的教师对思政资源的挖掘与感悟还不够，

以“党建 + 课程思政”模式对这些教师进行有针对性地培训，最终形成政治坚定、业务精湛、素质过硬

的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师队伍。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7751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张海涛 等 
 

 

DOI: 10.12677/ae.2023.137751 4781 教育进展 
 

3) 加强党建理论研究工作，提高教学质量。以“一学院一品牌、一支部一特色”党建品牌建设为抓

手，以“书记项目”为着力点，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并通过以点带面、全面引领的方式，切实加强党

建工作理论研究和创新实践，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 

3. 构建措施 

1) 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增强高校思政课教师党性修养和凝聚力的重要推

手，针对此，学校一是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将落实《条例》作为加

强和改进学校党的建设全部工作的立足点、聚焦点、着力点，按期召开基层党建工作例会，修订完善“两

个议事规则”，推进党建重点工作任务落地落实。二是实施基层党组织建设质量提升工程，持续抓好“标

杆院系”“样板支部”建设，统筹推进校级、省级、国家级党建“双创”项目建设。坚持每月推进全省和

校内“双创”单位的培育创建工作，实施月报告制。三是认真落实责任履行基层党建工作，积极传达学习

教育系统基层党建工作“三个清单”，聚焦主责主业，压实党建工作责任。设立党建工作专项督查组深入

各级基层党组织开展专项督查，督促基层组织党建工作效能最大化。通过以上措施，以二级党委为依托，

与思政课教师保持密切联系，持续坚定了工科类专业教师政治立场，提高了主动学习能力。 
2) 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提高学校干部队伍的道德素质和思政能力可以明显改进学校工作作风，以

进一步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针对此，学校一是加强干部政治能力和专业化建设，加大教育培训力

度，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学笃用《习近平治国理政》第四卷、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等完成处科级干部及党支部书记培训全覆盖；完成省属高校院系党组织书记示范培训班、高校基

层党支部书记网络培训示范班、学生党支部书记工作能力提升培训班数个班次，实现二级党委书记、基

层党支部书记、组织员全覆盖培训。二是提高干部监督管理能力，建立健全管思想、管工作、管作风、

管纪律的从严管理体系。建立干部信息管理系统和干部档案室，完成中层领导干部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全

履盖，实现监督关口前移。三是做好干部年度考核、试用期考核工作。突出目标管理、实行分类评价，

把党建考核与发展考核有机结合，把常规考核与重点考核有机结合，把单位考核与干部考核有机结合，

完成全校处级领导班子及干部年度考核工作。高校干部队伍建设关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通过提

升干部的责任心、政治能力以及业务能力，可以很好的保障学校的教学、科研成果，高素质的教师需要

高素质的干部沟通协调，创造机会，以进一步提升学校师资力量。 
3) 夯实基础抓党建，党建引领促发展。一是按照“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工作思路，

持续深化党建 + 工作，校内培育创建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和样板支部，积极开展“一院一品”“一支部一

特色”基层党建工作特色品牌展示活动。二是切实加强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党建带头人、

学术带头人)培育工程建设，“双带头人”选任标准既要政治过硬，也要业务精熟，服务意愿强，师德师

风好，专业领域有较强的影响力，可以使支部的管理监督、激励保障、示范带动等机制更加健全，“头

雁效应”明显，要使他们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

同时在课堂教学、科研立项、组建团队等方面创造条件，拓宽其学术发展通道，提高教学水平，这种长

效培养机制，还可以及时把专业基础好的党员教师培养发展成教学骨干，进一步提升学校教学质量。创

建学生公寓党建服务站，创新“党建 + 公寓”组织育人新模式，持续加强学生公寓党建服务中心党建文

化墙及书柜、优秀学子风采展、接访室、谈话室，组织二级学院每月在党建服务中心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打造服务育人、管理育人、组织育人的特色党建品牌。 

4. 下一步构建计划 

1) 打造高校党建品牌。按照有利于开展党员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有利于促进业务工作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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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规范和优化基层党组织设置，合理控制党支部党员人数规模，擦亮老品牌，选树新品牌，健全学

校党建特色品牌培育与推广机制。通过加强党建理论研究，结合党建工作实际，围绕党建工作热点难点

问题，积极开展党建研究工作；设立党建专项课题，争取每年申报一项党建专项课题到省委教育工委，

形成能够指导党建工作实践的理论成果。 
2) 建立星级管理体系。根据省委教育工委制定星级党支部认定办法及指导标准，建立星级管理体系，

做到“评星”有目标、“定星”有规范、“亮星”有成效，动态调“星”、年底算“星”，着力推进党

支部对标提升、晋位升级，着力打造一批示范效应好、带动作用强、特色鲜明的高校党支部。强化结果

运用，将党支部星级创建工作成效作为党内评先选优、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作为高校党建“双创”评

选的重要依据。 
3) 加强党务工作者队伍建设。选优配强基层党支部书记，继续实施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队

伍培育工程，持续巩固提升“双带头人”支部书记覆盖率，逐步推进由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教师担任教

师党支部书记。选优配好学生党支部书记，注重从优秀辅导员、骨干教师、优秀学生党员中选拔学生党

支部书记。健全党务干部常态化培训机制，确保党务干部每年至少参加 1 次集中培训。思政课专职教师

每 3 年至少接受一次专业培训。落实党务干部职务职级“双线”晋升等要求，健全保障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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