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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新”而行 深入推进新文科建设高教大计，本科为

本。

随着新工科、新医

科、新农科、新文科“四

新”建设走向深入，西南

政法大学在大势中塑优

势、优势中聚胜势、胜势

中成气势，以“新文科”

建设为杠杆，撬动了一

场深刻的本科教育教学

“质量革命”，开创出本

科人才培养生机勃勃的

新局面。

在新文科建设中，

西南政法大学坚持质量

为王、守正创新、分类推

进的思路，描绘出“一个

引领、四个坚持、三个向

面、三大支点、五大基

建”路线图，旨在培养一

大批具有“爱国主义情

怀、全球精英素养、行业

领军能力”的堪当民族

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如今学校已成为重

庆市高水平新文科建设

示范高校。

西南政法大学蒋亚娟教授获得第二届
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全国赛一等奖

四个坚持
让专业更专、特色更特、创新更新

在第二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全国
赛的闭幕现场，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蒋亚
娟教授、陈治教授走上颁奖台，他们分别荣获一
等奖、二等奖。手捧烫金的荣誉证书，他们不仅
为西南政法大学在国家级教师教学竞赛中揭开
崭新一页，更实现了开创历史的“首次”与“唯
一”——本次大赛一等奖既是重庆市首次获得
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的一等奖，也是全
国政法院校唯一的一等奖。

潜心学术科研，用心沉淀课程，这份荣誉见
证了西南政法大学的办学实力，更是坚持“内涵
发展”的生动诠释。

紧扣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主线，西南政法大
学将建设一流本科专业、一流本科课程作为办
好一流本科教育、培养一流本科人才的着力点，
打造本科专业与课程、学科统筹联动、协同并进
的新格局。

坚定不移走“内涵式发展”道路，西南政法
大学以先行者的担当、开拓者的姿态锐意进取，

“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氛围日趋浓厚。学
校重点围绕“教学质量标准建设”，以“过程监
控”为抓手，以“信息数据”为支撑，建立全方位
的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形成贯穿人才培养
全过程的质量意识与质量文化。

让专业更专，也让特色更特。西南政法大
学坚持“特色发展”，围绕“四新”建设促进专业
交叉融合，形成法学与其他专业协调发展的本
科专业体系，深耕细作培养“法学+”人才。

在坚持“内涵发展”、坚持“特色发展”的过
程中，西南政法大学不断激荡创新的澎湃动力，
以课程改革创新为抓手，从“应试教育”转向创
新教育，实施科学课程评价，完善以质量为导向
的课程建设激励机制，形成多类型、多样化的一
流本科课程体系；以教学、教研创新为引领标
杆，从“应题研究”转向志趣与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相结合的经世致用研究，提高教师教研、教学
能力，建设了一支政治素质强、教育站位高、国
际视野宽、育人效果佳的师资队伍。

无论内涵发展、特色发展、创新发展让西南
政法大学走得多远、飞得多高，它都始终没有忘
记脚下的路，坚持“立德树人”，并以其为发展的
立身之本，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本科
教育教学全过程，以“思政课程、课程思政、日常
教育”的大思政育人体系为引领，优化人才培养
模式，将价值塑造、人格养成、知识探究和能力
培养有机结合，形成具有西政特色的新时代拔
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三个向面
基础面、急需面、前沿面“面面俱到”

新时代呼唤新文科，文科教育一直都是形
成国家民族文化自觉的主战场、主阵地和主渠
道。

在新文科建设的实现路径上，西南政法大
学始终牢记“国之大者”，将学科知识更新与解
决新时代伟大实践中的实际问题紧密联系起
来，像打磨钻石一样打磨新文科的不同“切面”，
让基础面、急需面、前沿面“三个向面”绽放夺目
光芒。

锚定新文科建设的基础面，西南政法大学
深入挖掘红色资源这座“富矿”，坚持本科教育
本色“真”、底色“红”、特色“明”、成色“足”，开设
了一批彰显“红色基因”、历史传统、学科特色的
思政课程，使西政学子在参观历史文物、回望历
史场景、聆听感人故事中深刻体悟红色江山来
之不易、深入理解党的创新理论和革命传统，做
到知史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从历史走

向现在，如何深度挖掘教学内容中的思政意
味？这是西南政法大学一直深入思考的问题。
学校找准专业课与思政课之间的衔接点、关键
处，全面推进专业课程思政改革，探索建立了具
有西政特色的课程思政模式，做到专业不减、育
人有增、思政更浓。

锚定新文科建设的急需面，西南政法大学
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因时
而进、因势而新，“大步快跑”推动专业适应性调
整、前瞻性布局和结构性变革，围绕数字经济、
纪检监察、海外利益保护等领域布局新增新文
科专业。学校“遨游”人工智能、涉外法治、国家
安全、人权法学、数字经济“蓝海”，开设了跨学
院、跨学科的新兴交叉课程，开展了反映新文
科、新工科建设成果以及相关学科急需紧缺教
材的新编立项工作，踢准科研成果落地的“临门
一脚”。

锚定新文科建设的前沿面，西南政法大学
在“新度”上下功夫，做强人工智能法学、国家安
全学两个交叉学科和专业的“春耕播种”，通过
虚拟仿真资源、模拟实训系统、虚拟仿真教学平
台、“府校企”合作等方式，让司法鉴定中心、法
治科技园、证据科技创新与产业化平台、证据技
术实验教学中心国家级平台、大数据侦查联合
实验室等8大实验室长出腾飞的“翅膀”。学校
还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现代信息技术、刑事科学
技术、国家安全学与法学专业的深度融合，打造
科技牵引、“文—工”结合的智慧司法学科专业
群，创立全国首个“人工智能法学院”、全国首个

“人工智能法学”卓越法治人才培养实验班、全
国首个海外利益保护实验班，3项“全国首个”
扩大了育人的美誉度、影响力。

三大支点
培养德、法、知、行兼修的法治人才

办学72年来，西南政法大学为国家培养了
各级各类人才30余万人，是全国培养法治人才
最多的高校，被誉为新中国法学教育的“黄埔军
校”。一批批“德法兼修”的应用型法治人才服
务在国家战略的“风口处”，奋进在法治建设的

“主阵地”，耕耘在智能法学的“最前沿”，活跃在
法律服务的“第一线”。

他们的成长、成才，离不开学校“靶向育人”
的精准支撑力。学校聚焦“一带一路”建设、海
外利益保护、国际争端解决、RCEP区域法治建
设等领域，突破国内法治人才培养高度同质化
的瓶颈，率先设立卓越涉外法治人才实验班、

“一带一路”双语双法国别法实验班（泰国、越
南、柬埔寨、缅甸等）、公共法律服务人才实验
班、人工智能法学实验班等特色法治人才实验
班，设立了“法学+英语”“法学+审计”“法学+国
际经济与贸易”等复合型双学士学位项目，建设
了国家首批高端智库培育单位“人权研究院”、
中国法学会首批法治研究基地“中国—东盟法
律研究中心”等，精细化设计差异性的法治人才
培养方向，培养了一批心系天下、具有家国情怀
的卓越法治人才。

从“育人”走向“育心”，西南政法大学不仅
要培养“德法兼修”的应用型法治人才，还要培
养“德知行能”的复合型法治人才。学校坚持

“思政、国情、专业、语言”四位一体，突破传统法
治人才培养“零敲碎打”的困境，将法律实务技
能划分为案例分析技能、检索写作与谈判技能、
综合技能三大模块，构建以“德—知—行—能”
为主线、要素齐备、知行合一的新时代法治人才
培养体系。

由“人”到“心”，不只是一字之变，更是观念
之变、行动之变、方法之变，由此引发学校立德
树人成效之变，人才济济的美好景象正如春之
铺展，一路生花：组织学生参加世界人权模拟法
庭竞赛、中国“WTO”模拟法庭竞赛等高水平、

全英文涉外竞赛，屡获佳绩；探索“纯粹案例教
学法”“多师同堂专题研讨式教学”为代表的一
系列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将国内外法治的最新
经验和生动案例带进课堂教学……

从国内走向国外，西南政法大学将“德知行
能”升级为“融通复合”，不断丰富“内圈”，以协
同创新为抓手，以“法学+”为路径，整合校际优
势资源，与四川外国语大学于2021年联合举办
全国首个“法学+法语”联合学士学位培养项
目；不断激活“外圈”，与“一带一路”沿线近40
个国家和地区的180余所高校或研究机构建立
交流合作关系，与英国考文垂大学、美国凯斯西
储大学建立本硕两个层次的法学中外合作办学
项目班，是西部地区唯一承办法学学科中外合
作办学双学位项目的高校，形成多元主体互动
参与下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共同体。

五大基建
全维度创新教学 垒筑人才培养高地

专业、课程、教材、教法、教师，是新文科建
设的“五大基建”，学校从广度、深度、效度等多
重维度，大力推动“金专”建设，精心打造一批

“金课”，用心编制一批“立体化”教材，不断革新
教法、壮大师资，垒筑起人才培养高地。

西南政法大学广耕专业建设生态圈，围绕
法学、新闻传播学、国家安全学等优势学科布局
构建卫星式本科专业群，按照“跨专业、跨学院、
跨学科、跨区域、跨国际”的模式，通过内涵建
设、资源配置、责权管理、质量控制等一体化设
计，持续推动一流本科专业的扩容增效，持续打
造学校优势特色学科专业群。

西南政法大学深耕课程建设主阵地，大力
发展新文科、新工科课程，积极推进一流课程集
群化建设，建有10门国家一流本科课程（法学
专业一流课程在全国政法院校中居于首位）、2
门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6门国家精品资源共
享课、2门国家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

西南政法大学精耕教材建设更高处，加强
与一流本科相匹配的教材规划顶层设计，积极
探索以“教材—教辅—案例—视频”为内容的立
体化教材建设，同时对标传统、新兴和交叉三类
课程，着力推进教材编写方法的改革，即跨专业
的交叉编、“实体法+程序法”的融合编等。

西南政法大学丰富教学方法多样态，及时
将新时代的新理论、新知识融入课程体系，借力
信息技术和智慧教室，及时将大数据挖掘、信息
可视化等行业实践中的新技术新方法融入教学
体系，推动课堂教学方式的革新。同时，强化学
生思维训练，开设了创新思维训练、批判性思
维、逻辑与思辨、学术研究方法等课程。

西南政法大学持续壮大教师培养蓄水池。
从“为师”走向“为人”，围绕“德与才”“内与外”

“纵与横”“个体与团队”等元素，全面加强教师
职业道德、教学素养、教学能力和学术能力培
养；探索建立跨学院、跨专业的教研机制和虚拟
教研室，让“传、帮、带”为教师能力“搭梯子”，实
现教学建设、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评价的

“四大创新”。
“一个引领、四个坚持、三个向面、三大支

点、五大基建”汇聚起强大的育人合力，让“学生
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教育理念更加生
动、更为深刻。西南政法大学把握高等教育培
养新范式，聚焦高等教育教学新基建，《新文科

“四通”融合卓越法治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
践》等两个项目成功获批教育部首批新文科项
目立项，《新文科“敢闯会创”人才培养范式改革
与治理创新》等两个项目成功获批重庆市首批
新文科项目立项，树立起新文科建设的新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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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政法大学“以本为本”开创本科人才培养新局面

西南政法大学代表队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参加国际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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