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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 林 学 院 文 件
桂院政办人事〔2024〕3号

桂林学院关于举办 2024年教职工综合素养
提升专题网络培训班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各单位：

为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

育的重要论述，扎实推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

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实施，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

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和教育部等六部门

《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的

最新要求，经研究，决定依托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中国教育干部网

络学院组织开展 2024年桂林学院教职工综合素养提升网络培训，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目标

培训围绕“十四五”期间学校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以强化本

校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师风建设为首要任务，助力和引导本

校教师坚守教育初心，扎实推进课程思政、专业建设、课程建设、

基层教学组织建设及教师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有效提升教师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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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学专业能力、科研学术能力、数字化教学能力，积极凝练培

育教学成果，提升创新创业教育水平，不断夯实教学新基建，为

桂林学院内涵式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二、培训对象

桂林学院全体教职工（具体分配名额见附件 1）

三、培训时间

培训时间：2024年 04月 30日——2024年 10月 31日

四、培训内容与环节

培训依托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的中国教育干部网络学院

（www.enaea.edu.cn）平台组织实施。参训学员在中国教育干部

网络学院进行实名注册，登录后使用统一发放的学习卡参加学习

（已注册过的学员可直接登录并使用学习卡），也可以直接下载

移动客户端（学习公社 APP）随时登录学习。

本次培训根据需要，设置课程学习、主题研讨、研修总结三

个学习环节。

（一）课程学习

本次培训围绕思想政治素质与师德素养、课程思政能力、数

字化教学能力、教学秘书的政策认知力、教科研能力、基层教学

组织建设、教学成果凝练、一流课程建设、一流专业建设、一流

学科建设、就业创业教育、教师心理健康等模块设置课程内容（详

见附件 2）。各学员需选择两个模块课程，共计完成 40个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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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思想政治素质与师德素养”为必选模块；根据教师发展需

求，按照“2024 年桂林学院教职工综合素养提升专题网络培训

课程列表”另外再自行选择一个课程模块。

（二）主题研讨

培训期间，参训学员在班级管理员的组织下，可结合培训心

得和学习实际进行网上交流研讨，参与不少于 2次的班级主题研

讨活动。推荐主题如下：

1.新时代师德建设的形势与任务；

2.OBE新理念如何落实和体现；

3.如何实现有效地教学创新；

4.如何将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深度融合。

（三）研修总结

参训学员结合培训目标、培训内容和自身工作实际，撰写一

篇不少于 1000字的学习心得作为本次培训的研修总结。要求能

体现本次培训在专业理念、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和职业认同等方

面的收获和提升，条理清晰、逻辑严谨，认真原创，杜绝抄袭。

五、培训考核

为确保培训质量和培训效果，确定以“基于任务”和“关注

过程”为原则的考核方法，培训将从过程性与获得感两个维度进

行考核，完成培训各项考核要求的学员可在线打印学时证明，所

学学时计入继续教育培训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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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维度 考核内容 分数

过程考核

课程学习：需完成不少于 40 学时（45

分钟/学时）的必修课程学习任务，平台

自动记录学时。

60分

主题研讨：学员需参与不少于 2 次的主

题研讨活动。
20分

结业考核

研修总结：学员需撰写一篇学习心得作

为本次培训的学习成果。要求条理清晰、

逻辑严谨，认真原创，杜绝抄袭，字数

不少于 1000字。

20分

说明：完成各项培训考核要求且总成绩达到 90分的学员可

在线打印学时证明，学习时长可计入继续教育培训学时。

六、培训费用

通过培训考核的学员，培训费用由学校统一支付，不向个人

收取费用。未能完成学习或者未通过考核的学员，需自行承担培

训费用，具体培训费用见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相关文件。

七、有关要求

（一）请各二级学院、各单位严格按照条件选调学员，所有

班次的学员均需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学习。要优先安排从未参

加或较少参加培训的教师参训。

（二）培训期间，参训学员要严守纪律，按时参加完成各项

培训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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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4年桂林学院教职工综合素养提升专题网络培训名额分配表

序号 单位 分配名额（人）

1 学校办公室 1

2 党委办公室 1

3 人力资源处 1

4 学生事务处 56（含专职辅导员）

5 发展与质量评估处 1

6 教务与产教融合处 10（含教学秘书）

7 资产与设备管理处 1

8 后勤保卫处 1

9 财务处 1

10 图文信息中心 1

11 人文学院 85

12 教育学院 50

13 理工学院 39

14 管理工程学院 49

15 城市设计学院 35

16 传媒与新闻学院 20

17 金融与法律学院 26

18 体育与健康学院 33

19 马克思主义学院 17

合计 428
说明：各学员需选择两个模块课程：

1.“思想政治素质与师德素养”为必选模块；

2. 根据教师发展需求，按照“2024 年桂林学院教职工综合素养提升专题网络

培训课程列表”另外再自行选择一个课程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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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4年桂林学院教职工综合素养提升专题网络培训课程列表

课程模块 课程名称 主讲人 单位与职务

思想政治

素质与师

德素养

（必选）

学习教育家精神 坚定理想信念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师德师风的重要

论述 争做“经师”“人师”的统一者
石 瑛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育人智慧—为教育家之造就人才定基

卢黎歌

吴凯丽

李华飞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

级教授

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仁爱之心—为教育家之书写大爱定根

卢黎歌

李英豪

郭玉杰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

级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

师

重庆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

师

弘道追求—为教育家之担当使命定位

卢黎歌

兰美荣

吴清一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

级教授

南方科技大学教授

强化警示教育 坚守师德底线

以案为鉴，以案明纪；遵师德规范，守

师德底线
刘培元

中央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党委

副书记、纪委书记

永远吹冲锋号，持续增强高校教育工作

者廉洁从教意识
孙晓晖

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

院长、教授

纪律：立德树人的生命线——把党纪校

纪内化为高尚师德
张润杰

首都师范大学原纪委副书记、研究

员

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和师

德失范典型案例
秦春雷

中央财经大学教师工作部副部长、

研究员

遵守科研诚信 抵制学术不端

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 印 波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

恪守学术道德 抵制学术不端——高校

学术不端行为的预防和治理
李 瑛 东南大学党委巡视办主任

高校对学术不端行为的预防与处理 吴新苗 中国戏曲学院科研处处长、教授

遵守科研诚信，抵制学术不端——学术

不端和科研失信的具体表现及处理
张 冉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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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言行雅正 力求为人师表

忠诚于党 热爱祖国——新时代教师十

大转变 新时代教师礼仪
薛 钟

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未

来学校研究院礼仪教育中心主任

教师礼仪与修养——课堂礼仪 方改娥
太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

教授

语言传播与文化传承发展 李洪岩
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党委书记、教授

教师有声语言的表现力 修 蕾

山东省高校德育研究中心主任、山

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研究

员

以教育家为榜样 做新时代“大先生”

名师谈成长——大学老师教学发展路径

的三条建议
冯博琴 全国模范教师、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教学名师谈成长——成长之路成就执教

之道
郑用琏

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教授

教学名师谈成长：从“教的艺术”到“艺

术的教”——一位以爱为魂的教师成长

之路

姚小玲
全国师德先进个人、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教授

弘扬教育家精神 提升师德建设水平 做

新时代心怀国之大者的人民教师
苏寄宛

首都师范大学党委教师工作部部

长、教授

课程思政

能力

高校教师课程思政的动力如何激发 朱 平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

授

专业课程融入思政工作的教学设计理念

与方法
于歆杰

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北京市教学

名师

数学基础课程的课程思政实践与创新—

—基于教学创新大赛的视角
张 莹

西北工业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党

委副书记

课程思政示范项目申报及建设之路——

以《走近核科学技术》为例
吴王锁

兰州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

教授

融合创新 让课程思政润物无声——结

合专业课程特点推进“课程思政”的思

考与实践

石 瑛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应用研究性教学法实现课程思政模式创

新
张 娟

西北工业大学力学与土木建筑学

院教授

数字化教

学能力

大力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 雷朝滋 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原司长

信息技术时代的教师能力及有效教学 薛 庆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信息技术环境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设

计
傅钢善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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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时代高校教师必备四大数据素养

魏顺平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高校教师数据素养之四大技能

高校教师数据素养之场景应用

学术写作实用技巧：PDF 文件常用批注方

案简介

耿 楠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教授

学术写作实用技巧：LATEX 排版指南——

掌握 LATEX 排版样式

学术写作实用技巧：LATEX 排版指南——

了解 LATEX 排版基础

教学秘书

的政策认

知力

学习二十大精神，实现高质量发展 钟秉林 中国教育学会原会长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着力推动高质量

发展
冯俏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

究部副部长

推进高校事业高质量发展 王树国 西安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途径及未来教育新

形态
徐晓飞 哈尔滨工业大学原副校长

新时代人才培养的新标准与教育改革创

新的新要求
刘复兴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推进教育新基建，支撑高质量教育体系

建设
吴 砥

华中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学部

教授

教科研能

力

OBE 理念下参与式在线教学设计与实践 吴 娟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副院

长

教学系统化设计的应用与实践 周屈兰

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

院教授、首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

新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课堂教学评价创新——如何进行有效教

学反馈
王 森

浙江理工大学信息化办公室副主

任

科研选题的策略与注意事项 李艳梅 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

科研成果形成与凝练的心得与经验 沈火明 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科研反哺教学的实践经历与经验体会 李丹青 浙江大学教授

基层教学

组织建设

基层教学组织面临的挑战与自身建设 陈庆章
浙江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原党委

书记，教授

大学基层教学组织的现状、问题及重建

的必要性
汤 智 浙江工业大学教务处副处长

高校基层教学组织建设内容、路径和工

作模式
司 莉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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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学团队的建设及功能发挥——以

南开大学研究性教学团队为例
张伟刚 南开大学教授

虚拟教研室建设、申报与运行实践 吴能表 西南大学教务处处长

打造“双培三跨”虚拟教研室 构建信息

化基层教学组织建设新形态——以《地

质学拔尖人才培养模式研究虚拟教研

室》为例

赖绍聪 西北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虚拟教研室的理念和行动——以《电路

原理》为例
于歆杰 清华大学教授

教学成果

凝练

教学成果凝炼与成果奖申报系列课程—

—高水平教学成果凝炼的 4个感悟

冯博琴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国家级教学名

师

教学成果凝练与成果奖申报系列课程—

—凝炼的难重点

教学成果凝炼与成果奖申报系列课程—

—凝炼范本闪光点

教学成果凝炼与成果奖申报系列课程—

—把握国奖关注点

教学成果凝炼与成果奖申报系列课程—

—展现成果亮点

教学成果凝炼与成果奖申报系列课程—

—明晰评审观察点

教学成果凝炼与成果奖申报系列课程—

—把握申报书落笔关键点

理清主线 凝练特色一一教学成果奖的

总结与申报技巧和注意事项
赖绍聪 西北大学教授、国家级教学名师

西北工业大学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培育

与申报经验分享
李铁虎 西北工业大学教授

一流课程

建设

国家级一流课程建设内涵与申报要点 陈后金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北京市教学名

师

强化一流机制，建设一流课程—北航一

流本科课程建设实践与探索
曹庆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理工学院

院长

一流课程的设计、建设及实践——以分

子生物学一流课程为例
卢晓云

西安交通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

院教授

教材、教学、资源一体联动的国家一流

课程建设经验与实践——以《高等数学

先修课》课程为例

朱文莉 西南财经大学数学学院教授

国家一流课程建设的传承与创新——以

工科专业基础课一体化建设特色为例
罗先觉

西安交通大学二级教授、国家级教

学名师

https://study.enaea.edu.cn/kecheng/detail_295635
https://study.enaea.edu.cn/kecheng/detail_295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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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课程建设经验与体会——以高等数

学为例
蒋晓芸

山东大学数学学院教授、国家级教

学名师

基于知识图谱的数字化智慧课程建设与

应用——以工科数学分析课程为例
孙玉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副教授

科研反哺教学在一流课程建设中的应用

探索
赵 宏 南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

一流专业

建设

高校专业建设的关键工作——课程体系

的建构
李丹青 浙江大学工程师学院教授

基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人才培养方案

制定要点
张新民

教育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机械类

专业认证委员会委员

师生共同体的价值与重构：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
龚 放 南京大学教授

一流专业申报要点解读与填报经验分享 张树永 山东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教授

一流本科专业建设与申报实务 马池珠 山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

基于RICH理念的国家一流师范类专业建

设与培养模式创新实践
胡美馨 浙江师范大学教授

面向未来的国家一流专业建设与实践—

—以机械工程专业为例
潘柏松

浙江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党委

书记

一流学科

建设

以一流党建引领一流学科发展 蔡真亮 宁波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

融合新一代信息技术 搭建多学科交叉

平台 推进学科交叉合作研究与应用
郑伟诗 中山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

强特色、筑高峰、优结构 推动地方高校

学科高质量发展
蔡英凤 江苏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四新时代学科发展变迁与西安交大的实

践
别朝红 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

以高水平规划引领学科发展——对大学

学科建设规划的一点思考
贺 飞 北京大学学科办公室副主任

一流学科建设的思考——以华中师范大

学为例
查道林 华中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

交叉融合型一流学科建设探索与实践—

—以中国矿业大学为例
秦波涛 中国矿业大学学科建设处处长

地方高校的学科建设 屈凌波 郑州大学副校长（正校级）

“双一流”背景下一流学科建设的三重

逻辑
孟 艳 河南大学教育学部副主任

就业创业

教育

如何做好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 连 选 中南大学航空航天学院辅导员

大学生就业指导：向未来－智能时代的

职业素养
张振笋 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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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创融合基地建设经验与实践 毛付俊 梯队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总裁

“四步四进”打造专创融合课程体系 张国庆
中关村加一战略新兴产业人才发

展中心理事长

教师心理

健康

有效沟通的艺术与和谐的师生关系 施 钢

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学

生处、武装部）学生心理素质教育

中心主任

教师情绪调控与压力应对 赵丽琴
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社会工作

系教授

高校教师心理健康及其维护
雷五明

武汉理工大学心理健康与职业发

展研究所所长教师的职业倦怠克服及职业生涯规划

心理健康与幸福人生 宋振韶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学

生心理咨询与服务中心常务副主

任

情绪、压力和情绪管理 司天梅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分管教学副院

长，教授

心理健康与职场减压 庄明科
北京大学学生心理咨询与服务中

心副主任

说明：1.个别课程或稍有调整，请以平台最终发布课程为准；

2.课程主讲人职务为课程录制时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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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桂林学院 2024年教职工综合素养提升专题网络培训班学员报名回执

单位（盖章）： 填报人姓名： 联系电话：

姓名 单位及职务 手机号码 自选课程模块 备注

桂林学院学校办公室 2024年 4月 2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