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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二级单位党组织： 

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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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共教育部党组印发的《关于完善高校教师思想

政治和师德师风建设工作体制机制的指导意见》精神，进一

步加强学校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设工作，引导广大教

师不断提高自身道德修养，努力造就新时代立德树人的“大

先生”，学校决定组织开展“铭初心强师德 铸忠魂展担当，

争做新时代‘大先生’”专题网络培训。 

现将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培训目的 

培训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中国

人民大学考察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在引导全校教师遵守职

业道德规范的基础上，对标先进模范典型，不断提高自身的

道德修养，努力做精于“传道授业解惑”的“经师”和“人

师”的统一者，以模范行为影响和带动学生，做学生为学、

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坚持把自己的人生追求同国家发

展进步相统一，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和立德树人的扎实行

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二、培训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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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全体专任教师（含从事教育教学任务的博士后）。 

三、培训时间 

2022 年 10 月 31日-12月 31日 

四、培训内容 

培训内容紧密围绕《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

则》设计培训内容，具体设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

要论述”“职业道德规范与警示案例教育”“先进典型与师

德榜样示范”“专业教育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实践”“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与师德养成”“心理健康维护与职业幸福感提

升”六个模块的课程（课程详情见附件 1）。 

五、培训平台 

本次培训依托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中国教育干部网络学

院（www.enaea.edu.cn）平台在线开展，参训教师在此平台

登录，登录账号为参训教师报名手机号，初始密码为

654321，登录后进入班级，即可参加培训学习活动。培训期

间参训学员也可以下载中国教育干部网络学院移动客户端

（学习公社 app）随时登录学习，还可以关注中国教育干部

网络学院微信公众号了解各类信息。 

（一）培训环节 

1.在线学习：按照考核学时的 1.5 倍以上提供选学内

容，为学员留足自主选学的空间，参训学员可结合工作实际

和个人需求自主选学视频课程。 

2.主题研讨：培训期间，参训学员需结合课程学习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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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实际，围绕下列主题开展在线交流研讨。 

 新时代的“大先生”应具备哪些素养和能力？ 

 如何在教育实践中学习先进典型、提升自身修养？ 

3.学习心得：培训后期，参训学员需结合培训目标、内

容和自身工作实际，从下列主题中任选一题，撰写一篇不少

于 800 字的学习心得作为本次培训的研修成果： 

 如何做一名让学生喜欢的好老师。 

 专业课程中开展育人工作的方法与途径。 

4.在线考试：参训学员在完成规定学时的课程学习后，

需参加在线考试。考试范围主要为《教育法》《教师法》《新

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等相关内容，题型为单

选、多选、判断。 

（二）考核认证 

培训从过程性与获得感两个维度对学员进行考核，完成

各项培训考核要求的学员可在线打印学时证明，学习时长可

计入继续教育（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专题）培训学时。 

考核维度 考核内容 分数 

过程考核 

 

在线学习：完成不少于 40 学时（45 分钟/学时）的视频课

程学习。平台自动记录学时。 

60 

 

主题研讨：参与不少于 2 次的班级主题研讨活动，每次发

帖回贴不少于 2 条，总计 4 条。 

8 

 

学习心得：根据个人学习收获或研究成果，撰写一篇不少

于 800 字的研修心得，要求主题鲜明、语言通顺、条理清

晰、结构完整、逻辑严谨。 

12 

结业考核 

 

在线考试：满分为 100 分，60 分及以上为合格，考试时间

为 90 分钟。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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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服务支持 

为及时解决参训学员遇到的各类问题，中国教育干部网

络学院建立了多元服务支持体系，学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咨

询求解培训中遇到的相关问题。 

（1）通过平台登录后的客服浮窗咨询客服老师： 

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3:00-17:30 

（2）直接拨打学员服务热线电话：400-811-9908 

服务时间：上午 8:30-12:00；下午 13:00-22:00；周末

及节假日照常值班 

（3）通过平台登录后页面右侧的“平台操作咨询”窗

口留言咨询。 

七、培训费用 

所有参训学员的培训费用由党委教师工作部统一支付。 

八、报名事宜 

各二级单位党组织按照参加此次专题培训的名额分配

（见附件 2），遴选确定参加此次专题培训的教师名单，并

将名单电子档（填报模板见附件 3）于 10月 12 日 12:00前，

发送至 dwjsgzb@cumt.edu.cn 邮箱，参训人员名单报送确认

后，原则上不再修改。  

联系人：史一然，83593018，13852038689。 

附件： 

1.“铭初心强师德 铸忠魂展担当，争做新时代‘大先

生’”专题网络培训课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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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铭初心强师德 铸忠魂展担当，争做新时代‘大先

生’”专题网络培训名额分配表 

3. “铭初心强师德 铸忠魂展担当，争做新时代‘大先

生’”专题网络培训参训人员名单报送样表 

 

党委教师工作部 

2022 年 10 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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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模块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论述 

课程名称 主讲人 单位及职务 
时长 

（分钟）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九个坚持”

重要论述 
邓传淮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 47 

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发展和教师工作的重

要论述 

高书国 
中国教育学会副秘书

长、研究员 
101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

述 把握高校改革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

务 

巫志刚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综合

研究处处长 
121 

做人师与经师统一者——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卢黎歌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二级教授 
100 

“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中国人民大学关于思政课重

要论述 

刘建军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二级教授 
96 

心怀“国之大者”，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

流大学——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

大学考察时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 

马陆亭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

院长、研究员 
89 

第二模块  职业道德规范与警示案例教育 

课程名称 主讲人 单位及职务 
时长 

（分钟） 

心有师德情怀 行有教育担当——《高等学

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与规范》学习解读 
朱月龙 

全国模范教师、河北师

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授 

70 

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解读：典型案例与

警示教育 
张  冉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

授 

90 

高校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与处理：结合案

例的讨论 
75 

高校腐败重点领域的廉政风险防控 周  磊 
北京廉政建设研究基地

研究员 
88 

高校教师职业的法律风险及防范 高晓莹 
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教

授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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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以密成 语以泄败——与高校教师谈保

密 
贾民伟 

武汉理工大学保密委员

会办公室主任、研究员 
75 

第三模块  先进典型与师德榜样示范 

课程名称 主讲人 单位及职务 
时长 

（分钟） 

教师、教育、教学——做教育事业的筑梦

人 
高  夯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东

北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

学院教授 

67 

谈为师之本，从教之道 汤国安 

全国模范教师、南京师

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

授 

118 

教学名师谈成长——我的从师之道 桑新民 
国家教学名师、南京大

学教育研究院教授 
120 

教学名师谈成长——我的成长经历、思考

与体会 
赵春明 

国家教学名师、北京师

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教授 

54 

教学名师谈成长——科教融合与创新是优

秀教师成长之路 
钟  秦 

国家教学名师、南京理

工大学教授 
96 

教学名师谈成长——快乐工作，与梦飞翔 吴  敏 
国家教学名师、浙江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95 

第四模块  专业教育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实践 

课程名称 主讲人 单位及职务 
时长 

（分钟） 

理解和把握高等学校教育教学的规律与特

点——《高等教育学》学习解读 
白  玫 

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副院长、教授 
60 

专业课教师做好课程思政的路径与方法 吴能表 西南大学教务处处长 104 

专业课育人的思考与实践 ——以理论力

学为例 
陈奎孚 

中国农业大学理学院教

授 
60 

“三全育人”视域下的课程思政探索与实

践 
托  娅 

全国优秀教师、北京邮

电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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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第五模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师德养成 

课程名称 主讲人 单位及职务 
时长 

（分钟）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现代传承 韩  星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

授 
143 

儒家思想与中华民族认同 李  凯 

王士祥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副教授 

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94 

传统文化与道德养成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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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传统文化与当代教育 程方平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

教授 
123 

中国传统师德的意义与价值 郭齐家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教授 
74 

《论语》导读 干春松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75 

第六模块  心理健康维护与职业幸福感提升 

课程名称 主讲人 单位及职务 
时长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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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高校教师心理健康维护 李亚红 
中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

副教授 
61 

改变我们的生活——成为压力管理的高手 徐  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

经济学院教授 
114 

如何科学管理情绪 闫  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安定医院国家精神心理

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知名专家 

110 

社会文化与幸福 费俊峰 
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

与研究中心副教授 
77 

培养阳光心态 营造积极人际关系 杨凤池 首都医科大学教授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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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study.enaea.edu.cn/kecheng/detail_294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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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二级单位党组织 培训分配名额 

1 矿业工程学院党委 30 

2 安全工程学院党委 20 

3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党委 50 

4 机电工程学院党委 25 

5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党委 30 

6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党委 30 

7 化工学院党委 35 

8 环境与测绘学院党委 25 

9 电气工程学院党委 20 

10 低碳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党委 20 

11 材料与物理学院党委 30 

12 数学学院党委 20 

1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党委 25 

14 经济管理学院党委 30 

15 公共管理学院党委 15 

16 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 15 

17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党委 30 

18 建筑与设计学院党委 20 

19 人文与艺术学院党委 15 

20 体育学院党委 15 

总计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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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工号 手机号码 所在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