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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教育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

Ø 初心和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Ø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Ø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Ø 立德树人



领会精神，对接要求
习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观点：

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
“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

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
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到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
2018年全国教育工作大会：

“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思想政治工作是学校各项
工作的生命线”；

“古今中外，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来培养人的，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在服务自己国家发展中
成长起来的。我们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019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

“我们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2020对研究生教育工作的指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求是》：“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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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贯彻落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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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课程思政建设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任务
☼  明确课程思政建设目标要求和内容重点
☼  科学设计课程思政教学体系
☼  结合专业特点分类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  将课程思政融入课堂教学建设全过程
☼  提升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意识和能力
☼  建立健全课程思政建设质量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
☼  加强课程思政建设组织实施和条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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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线：
爱党、
爱国、
爱社会主义、
爱人民、
爱集体

维护国家安全、
增强国别区域
认知与研究、
围绕国家和自治
区发展战略、
对接“一带一路”
建设需求

讲好中国故事、

促进对外话语

构建、提升对外

传播软实力
重点：
政治认同、
家国情怀、
道德修养、
法治意识、
文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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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路径：
   
        







• 三下乡
• 民族团结

一家亲

社会实践

• 会展服务
• 翻译工作

志愿服务
• 旅游
• 文化润疆

基地建设





• 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强化课程思政建设。打造精心组织部署“开学
第一课”，鼓励教师积极挖掘外语课程内容中的思政元素，将思想
政治教育有机融入外语教学中。

• 组织教师全员多次参与线上课程思政培训与学习。通过课程思政为
主题的教师工作坊，教师们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分享课程思政建设的
指导思想、基本要求与外语课堂教学中的思政元素挖掘与课程设计。

• 组织专家论证系室的课程思政建设方案，如《“课程思政”视角下
新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外语教学相结合的探索与实践》与《外语
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模式》等，系统打造课程思政标杆课程。

• 对接重点课程加强课程思政建设。大学课程（《新视野大学英语
（第三版）思政智慧版》）以慕课《新视野大学英语进阶》和雨课
堂为媒介，把课程思政的内容与每个单元的导学以及讨论有机融合
到一起，以教学主题为切入点，潜移默化地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
治教育。专业系室以必修课程为抓手，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导
向性和延续性设计与实施。



    着力培养爱国之情
历史维度：紧紧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白皮书，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进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和中国梦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法律维度：围绕宪法法律，法治教育；
文化维度：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时代维度：落实社会稳定长治久安总目标，《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白皮书、《新疆的反恐、去极端化
斗争与人权保障》白皮书《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等；
公民责任：围绕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教育；
三全育人：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

结合自身工作学习生活、成长经历、所闻所思，引导广大青年学生立德成人、立志成才，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中。

促进所有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形成“课程门门有思政，
教师人人讲育人”格局



传承红色基因

• 在广袤的新疆大地，“以胡杨精神育人、为兴疆固边服务”这一活

动内容烘托了发生在这片热土上抵御外侵、团结战斗、艰苦奋斗、

无私奉献的种种故事，突出了新时代大家面对的使命任务。至关重

要的是，如何将教学内容与现实结合起来，在传承红色基因上做工

作，使外语学习者跳出书本知识，结合政治历史文化特点，结合社

会热点问题和自身实际开展外语学习和实践，把知识学活，思想性

和知识性相结合，做到入脑入心。



丰富教学语料资源，讲好新疆故事

• 在新时代背景下，课程建设要突出思想性内容，坚持并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价值塑造作用。

• 《习近平治国理政》英文版、有关新疆历史、宗教等《白皮书》，
以及天山、天池、西域、边塞等主题和风土人情的诗词散文的英译
等有效落实在课堂学习、课程作业、实践教学中，既拓展学生的有
关地域历史文学等的知识面，增强了技能培养，又加强了国家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了理想信念教育。

• 举边塞诗英译操练为例。边塞诗是英雄之歌、忧患之歌，可歌可泣，
对我们了解历史，向世界讲好新疆故事具有重要意义。 



   开学第一课
挖掘红色传统：不忘初心，牢记红色传统，爱国爱党，了解专业开
设背景，学习胡杨精神；了解区情，了解精准扶贫工作，唱响民族
团结主旋律，勤奋学习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三位退休教师访谈视频.mp4



                  聚焦校史校歌
《我们正青春年少》

巍峨天山，环绕着戈壁无边
在这大自然之间
陶冶着新社会的青年

民族的命运担在双肩
努力莫迟延

团结、紧张、质朴、活泼
争当抗战教育的模范
锻炼建设新新疆的骨干

时代的青年
勇敢向前，勇敢向前
胜利就在前面!

作词：林基路，作曲：陈谷音
确定于1985年。
该校歌歌词源于时任新疆学院教务
长、著名共产党人林基路诗作《我
们正青春年少》(1938年）。校歌以
爱国主义精神为主旋律，以担当历
史和时代责任为主题，号召青年学
子继承、发扬光荣革命传统，肩负
民族重任，团结一致，奋勇前进。
该校歌旋律简洁明快，催人奋进，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的爱国
之志和报国情怀。

We Are Young and  Robust
• The Towering Tianshan Mountains
• Embraces the boundless Gobi 

deserts.
• The great nature nurtures 
• Young people of the new society.
• Shouldering the fate of the nation,
• We should engage ourselves in a 

tenacious fight,
• Instead of lagging behind.
• Be united, alert, plain and lively.
• Be models in educating the masses 

in time of war.
• And become backbones in 

constructing the new Xinjiang.
• Youth of the era, 
• Let’s march forward bravely   
•  For the victory ahead!



       
       魏媛媛

师晓晶陈颖刘俊

张忠喜

《形势与政策》课程



德育教育
进课堂

课程思政的含义
“课程思政”是一种教育教学理念。
“课程思政”也是一种思维方式。
“课程思政”是充分发挥课程的德育功能，
运用德育的科学思维，提炼专业课程中蕴
含的文化基因和价值范式。

灌输与渗透相结合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隐形教育与显性教育历史与现实相结合

共性与个性相结合  正面教育与纪律约束

文字来自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英文系赵毅玲老师的汇报
PPT片段；图片提供人新疆大学洪雪青、邓皓东



系列教师工作坊聚焦课程思政、打造金课等
       开展此次教师工作坊，学院师生交流
了开展课程思政的经验、做法，为今后在俄
语专业课、英语专业课、大学英语课以及辅
导员思政工作中做好课程思政提供了借鉴。
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专业课教师对大学生思
想言行和成长影响最大，在高校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承
担着在高校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发展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重要阵地的历史使命。通
过交流活动，学院教师将更积极地发挥参与
课堂育人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专
业教学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优势，确保“立
德树人”任务落地生根。
https://www.xju.edu.cn/info/1181/75
03.htm



   着力砥砺强国之志
“三进两联一交友”：常态化开展进宿舍、进教室、进食堂；联
系学生、联系家长、交朋友。

脱贫攻坚：以实际行动维护民族团结，筑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让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
教观。

图片来自扶贫专干、新疆大学外国
语学院教师、黄磊微信圈





不断实践报国之行
讲好战“疫”故事：把大国战“疫”的生动实践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说透背后的道理。
讲好中国故事： 积极促进中外友好交流，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发挥作用。



实践出真知
 通过三下乡、民族团结一家亲、志愿服务等增强国情、区情认知，强化思政育人效果。



学思践悟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时俱进讲课程思政育人，要求外语人突出政治素质淬

炼，加强意识形态引导，形成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家国情

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发挥积极作用。

☼  



       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shanxuemei@xj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