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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检查情况通报

1、我院在保证教学质量持续厉行每月巡查听课制度的同时，着重加强期末

各项工作的安排和执行，第 17 周，6月 17、18、19、21、22、23 日顺利完成 6

门课程的机考工作，即两校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与法治、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和军事理论与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期末考试全面实行机考；此项

工作涉及课程多、学生多（1.2 万）、时间长（近一周），颇具挑战。。

2、随着两校区多学院的调整搬迁，我院大幅调整两校区教师配备，顺利完

成 2024-2025 第一学期教学任务的排课、选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与法治、形势政策、军事理论与国家安全教育、思

政社会实践、大学生心理健康 9门必修课程，共 286 个教学班。

3、顺利完成了学生评教、教师自评、同行评教，本学期马院教师的同行评

价继续采用所任课程的教学反思结合随机听课方式，多轮开展下来，教师普遍反

映较为满意。

4、按照学校要求，完成各思政课程教材的征订。

5、根据两校区课程的安排，解决学生重修加修思政课程；短学期开设的思

政社会实践课程开始课程考核和成绩录入。

6、按照学校要求，完成本学期各课程补考安排，9月 12 日、14 日完成补考。

二、部门动态

1、6 月 2 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室组织学生前往安吉县溪龙乡黄社村

开展实践教学活动。这次实践教学活动目的在于增强同学们对思政课的兴趣，加



深对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认识，从而使思政课教学既立足课堂，

又走出课堂，实现由知识汲取、价值内化向行为外化的转变，进而达到学思用贯

通、知信行统一。

2、6 月初，青年马克思主义学社暨“两山”理念学生宣讲团部分成员前往

安吉县溪龙乡黄杜村开展“乡村调研”活动。同学们参观了村党史馆和文化礼堂，

观看了宣传片“一片叶子的重量”。在了解白茶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发展

历程，以及对村庄、村民生活带来巨大变化中，体会到乡村改革发展成就。在了

解先富起来的黄杜村党员们饮水思源、为党分忧，帮扶西部山区发展白茶产业的

历程与成效过程中，深刻体会到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参观万亩茶园、帐篷客民宿区、村容村貌、以及和茶农面对面交流后，对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有了更为直观的认

识。

3、6 月 13 日下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室在马克思主义学院 A3-202 会

议室召开“三集三提”集体备课会。会议围绕课程专题化教学重难点、教学评价、

实践教学（四史教育）等问题进行热烈讨论。目前纲要课程建设中仍存在一些问

题：如，实践教学活动中学生作品如何向更高质量提升？教研室如何进一步凝练

课程教学特色，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教学成果？下一步如何扩大本门课程在浙

江甚至全国同类大学中的影响力？通过讨论教师们提出了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

议；同时，教研室全体成员表示要再接再厉，为提升高校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

性和亲和力、针对性，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为了积极推进学科建设，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提升大思政课

建设水平，6 月 13 日，我院教师一行五人在思想道德与法治教研室主任占光胜

的带领下赴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考察交流。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骆文伟、思想道德与法治教研部主任刘以榕以及学院老师等参加座谈。。

5、6月 17 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研室联合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室

一行 5人赴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开展调研交流学习。北京师范大学是全

国最早系统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高校之一。本次调研活动，受到该院领导



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研室主任及教师的热情接待。此次教研活动丰富了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研室和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室“三集三提”活动形式，

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省级一流课程建设的项目进度。

6、6月 26 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实践教学优秀作品的颁奖典礼在

安吉校区 B-205 举行。经过师生评委团筛选排序，英语 232 班颜子茜、李展颜等

同学获特等奖，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231 班邵妍、陈博鑫、林俊杰、陈家贤、蔡龙

山、张淞博等同学获一等奖，应用物理 232 班王楚苹、夏铭雨、陈莹、朱怡等同

学获二等奖。实践教学优秀作品评选活动顺利举行，全面提升了思政课教学质量、

优化了育人活动的教学形式，实现了思政课教学的“学思结合、知行转化”，推

动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省级一流课程的建设。



7、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校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及讲话精

神，更好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作用，进一

步提升思政课教师讲好新时代“大思政课”的能力和水平，7月 15 日至 20 日，

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教师赴教育部高校思政课教师实践研修基地（临沂大学）开

展了“思政培训提素养 立德树人谱新章”为主题的实践研修活动。

此次研修以现场教学为主课堂，研修教师们走进临沂沂蒙革命老区，在临沂

大学举行了开班仪式及动员讲话，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浙江科技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大思政课”建设协同发展中心揭牌，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孙海

英教授、刘涛教授分别做了关于《沂蒙精神与党的初心使命》、《弘扬沂蒙精神：

理论真谛·实践铸就·现实启示》的专题报告，用生动的案例和丰富的学理让大

家对沂蒙精神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价值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更深刻的认识。



在枣庄的八路军抱犊崮抗日纪念园、王家湾村峄县抗日民主政府旧址、台儿

庄战役纪念馆，教师们感受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民的英勇抗争精神；教师们参

观了新四军军部旧址暨华东野战军纪念馆，参观了孟良崮战役纪念馆，在英烈亭

前敬献了花篮，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了沂蒙红嫂教育展馆，参观了王羲之故居、

汉墓竹简博物馆和临沂市博物馆，全方位了解了齐鲁地区尤其是沂蒙地区在革命、

建设、改革开放新时期和新时代以来展现的精神风貌、取得的伟大成就、做出的

伟大贡献；告别英雄的城市临沂，研修教师们来到文化圣地、礼仪之邦的曲阜探

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刻体会到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叹于孔子及其儒家思

想对中华民族和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对如何在新时代继承和发展儒家文化这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了更深的思考。

8、8 月 19 日至 24 日全体教师通过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师网络集体备课平台

参加了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举办的全国高校思政骨干教师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研修班，收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系列辅导课程，及时跟进学习

党的理论创新最新成果；同时“形势与政策”所有任课教师进一步学习研究“形

势与政策”集体备课会培训内容，同时融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最新内容，结合

形势政策教育要求和学生思想实际，明确教学重点，形成教案讲稿，丰富教学案

例。



9、8 月 26 日至 30 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室全体教师参加了中央宣传部、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教育部举办的全国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集体

备课会，备课会在我校 A3-202 分会场，按照备课会的要求，5 天时间，教师线

上集中听专家报告认真学，线下结合教学集中研讨，围绕“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课程教育教学，积极开展备课，全面提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针对性和吸

引力，进一步推动党的历史更好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发挥好党史立德树人

的重要作用。

10、9 月 2 日下午，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研室召

开“三集三提”教研活动，参加省课程集体备课会的赵唯老师作主题发言交流。

她就暑期备课会期间课程展示情况及专家点评做了总结和思考，专家提出课程开

展，导入要巧，案例要活，教学手段要新等要求。与会老师积极交流发言，结合

集体备课要求，就如何开展好本学期课程展开讨论，针对课程内容多，课时少的



特点，老师们普遍认为在完成体系教学基础上，结合大学生的生活和实际需要有

重点开展理论教学，增强学生的获得感，此外老师们就如何开展好线上线下教学

及实践教学开展交流。大家一致表示通过本次集体备课有效提高课程教学能力。

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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