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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探路
以“六化”建设破解思政课程建设难题

思政课程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的关键性课程。

然而，思政课程部分内容重复交
叉、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脱节、“三进”
效果不理想等问题，成为思政课的“拦
路虎”，考验着思政教育人的智慧与胆
识。

“高校思政课程育人质量的提升是
系统工程，应坚持‘学生主体、教师主
导’的基本理念，紧盯课程质量提升这
一目标、针对课程建设链条关键问题，
注重系统思维、整体谋划、多方联动。”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马院相关负责人说。

挑战与考验之下，重庆第二师范学
院马院在学校党委的坚强领导下，针对
思政课程存在的主要问题，积极推动思
政课程“六化”建设，不断提升思政课程
育人质量。

所谓“六化”，是指以课程体系“系
统化”建设为统领，秉持大中小学思政
课一体化建设理念，落实国家关于大学
本科学段思政课程建设要求，加强课程
间的有效衔接。以骨干课程“优质化”
建设为目标，组建专业团队，凝练课程
特色，建设一流课程。以实践教学“融
合化”建设为突破，优化实践选题，强化
实践指导，深化理实融合。以思政课堂

“精品化”建设为抓手，研训教学技能，
优化教学实施，改革教学评价。以课程
资源“多元化”建设为支撑，用好学习平
台，丰富教学资源，开发教辅教材。以
教学过程“规范化”管理为保障，强化过
程管理，规范教学行为，持续改进提升。

在“六化”建设的引领下，学院积极
探索思政课提质增效的路径，理顺各门
思政课程内容衔接，狠抓一流课程建
设，建成“5+2+N”课程体系，运用学校

“133”大思政工作格局，加强思政理论
课实践与二、三课堂实践活动有机结
合……持续推进思政课程建设。

迎难而上集智，专注其中探索，重
庆第二师范学院的“六化”建设，不仅破
解了当前思政课程建设的一些重点难
点，而且贡献了值得借鉴的“二师经
验”。

深耕耘
多样化实践教学让学生更有获得感

去年，教育部等十部门印发《全面
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为
推进“大思政课”建设取得实践成效指
明了方向和路径。

“进入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必
须回应学生作为教学主体的关切，突出
实践育人实效。”重庆第二师范学院马
院相关负责人说，学院在“大思政课”背
景下，明确思政课实践育人的新任务、
新要求，探索思政课实践育人的建设模
式与优化路径，真正提升实践育人的实
效性。

不同于传统的“大众化”模式，学院
采用“分众化”教学模式，将实践教学与
专业结合，与学生结合，将学生的专业
素养与思想政治素养有机融合，依据不
同专业大类人才培养方案，制定面向不
同专业大类的思政课实践教学方案，增
强育人实效。学院坚持理论性和实践
性相统一，让思政“小课堂”连接社会

“大课堂”。建设了与5门骨干课程相
对应的多家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开辟了

“大学生理论宣讲团”“学生党员服务
站”等“第二课堂”，为思政课“六化”建
设提升提供了资源保障。

今年暑假，学校积极推进2023年
“行走巴渝·筑梦青春”暑期社会实践育
人项目，学校精心设计、做亮活动特色、

提升实践成效，围绕数字化赋能养老事
业研究、城乡垃圾分类与综合利用研
究、历史文脉保护与运用研究、加强小
区物业管理的研究等主题，组织学生先
后深入各机关单位、工矿企业、行业机
构、社区乡镇，在社会大课堂中“受教
育、长才干、做贡献”。学生们前往南岸
区南坪镇汇雅社区，为社区小朋友带来
有温度的专业课堂。奔赴黔江区鞍山
村，给当地儿童呈现有深度的绘本课
堂。调研重庆市两江新区星汇社区，利
用数字媒体技术的理念和方法，助力

“元宇宙”社区和社区学院搭建……学
生们在社会实践中激发出努力提高本
领、积极投身实践、热心服务大众的社
会责任感。

实践教学，是不是热热闹闹走个过
场？答案是否定的。学院在具体操作
中，每学期固定8学时开展实践教学，
实施过程采取分组教学，学生可结合个
人兴趣选择实践教学点，每组人数控制
在8人以内，实现实践教学环节由“大
水漫灌”变为“精准滴灌”。

如何检验实践成效？学院从理论
向度、实践向度、价值引导向度论证多
元化评价标准，形成生生互评、师生互
评、督导评价、教务管理部门评价相结
合的评价方式及制度，切实保障实践教
学开展。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以自己的不懈
钻研，有效破解实践教学难题，立足宏
阔的时代画卷、浓郁的地域文化、鲜活
的社会现实、生动的社会实践，有力地
深化大学生对思想理论的认识，培养了
学生的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创新精
神及实践能力。

巧赋能
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引领师生共奋进

“孙逸凡老师的教学思路清晰。恰
到好处的问题设置，既突出课堂重点，
又激发我们的思考讨论，活跃课堂气
氛。线上提供大量近现代史文本或视
频资料，让学习内容丰富化，这门课程

让我们收获满满！”2022级学前教育专
业王芮兴奋地说。

放眼二师校园，学子在思政课课堂
抬头率和学习积极性越来越高，思政课
的满意度逐年提升，参与学习通平台率
达99%以上，主动参加线上思政课学习
正成为学生的一种生活方式。

求真务实、孜孜探索，铸就了重庆
第二师范学院马院的专业与品质，更赋
予了师生成长充足养料养分，滋养着每
一个生命的成长进步。越来越多的思
政课教师体会到教书育人的成就感与
价值感，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郭玉娟
说：“在学校党委的坚强领导下，我有幸
见证了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快速发展，广
大思政课教师也拥有了更广阔的发展
平台。”

近5年来，马院教学教研工作取得
一系列突破，5门思政骨干课程均已立
项为市级一流课程，立项重庆市重大、
重点教改项目5项，学院青年教师在重
庆市高校青年教师教学劳动和技能竞
赛思政课专项组竞赛中取得一系列优
异成绩。教研教改工作的推进，最终落
脚到提高学生们在思政课堂上的抬头
率、点头率上。在学校组织的毕业生满
意度调查中，学生对于思政课教学的满
意度持续提升，2023年在34项调查指
标中满意度排名第四。

默默耕耘，真情育人，重庆第二师
范学院的思政课教师们将一如既往地
厚植“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育情
怀，秉持“锲而不舍、止于至善”的校训，
发扬“勤奋务实、精益求精”的工作作
风，苦练教学基本功，不断提升教学技
能，成长为优秀的思政课“大先生”，为
国家培养更多优秀的堪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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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院提供

青年大学生深入社区开展理论宣讲

近年来，国家先后
下发《关于新时代加强
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
意见》《关于深化新时代
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
革创新的若干意见》等
文件，强调了思政工作
的重要性。

思政课建设是马克
思主义学院的第一要
务，深化思政课程教学
改革，推动党的创新理
论入脑入心是马克思主
义学院必需回答好的重
大课题。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马院坚持“马院姓马，在
马言马”的鲜明导向，秉
持“学生主体、教师主
导”的基本理念，紧盯课
程质量提升这一目标、
针对课程建设链条关键
问题，积极推动思政课
程“六化”建设，多维度
加强思政课改革创新，
立德树人成效不断彰
显。

集“六化”建设之力 优思政课程之质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办学条件跨越升级
筑牢学院优质发展基石

“重庆对外经贸学院高起点规划、
高标准配置、高质量建设新校区，项目
累计投资15亿元，总体34万平方米，
被列为重庆市重点工程，促进学校高质
量发展，不断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
教育。”谈及对学校投入建设与发展，重
庆对外经贸学院理事会相关负责人说
道。

近年来，学校办学空间得到了有
效拓展，实现硬件设施焕新升级，办学
环境不断美化，为学生提供了专业成
长的大平台，营造了温馨舒适的教育
氛围。

硬件先行，项目建设大手笔。以该
校新校区建成的大型音乐厅为例，可以
用专业级、数智化来形容。该音乐厅建
筑面积近7000平方米，占地2000余平
方米，设置有地上四层，包括6个化妆
间、贵宾接待室、5个排练厅、专业录音
棚、演奏厅等空间。其中，演奏厅面积
220平方米，观众厅面积790平方米，
分为池座和楼座，共820座，舞台配备
有灵活的拼装式舞台，另配备有先进的
舞台机械，舞台灯光系统由操作台与国
内先进的信号传输系统，调光回路/直
通回路供电设备，常规照明灯具和特殊
效果灯具组成，音响系统主要由功放系
统以及内通与视频监视系统组成。

数字转型，智能建设“加速度”。依
托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先进技术，重
庆对外经贸学院还在音乐厅的基础上
建设了134间智慧琴房，数码钢琴教
室、数字化音乐理论实训室等智能化教
学功能室，实验室面积共计2100余平
方米。还拥有教学使用管乐乐器百余
件，演出服千余套，能够满足教师从事
教学、科研、学生学习及艺术实践的需
求。

学校整合优化各类资源要素，推动
办学空间拓展和硬件提档升级，筑牢内
涵发展基石，增强服务创新能力，努力
向着创建重庆一流、中国西部前列、在

“一带一路”有重要影响力的特色鲜明
应用技术型大学不断迈进。

合作共建跨越发展
聚智聚才增添强校力量

“音乐舞蹈学院以教师提质为核
心，以人才培养为抓手，以产教融合为
关键，与美国、意大利、俄罗斯、韩国等
27个国家的专业院校保持长期的合作
关系，凝聚跨院校、跨行业特色，扩大了
学院影响力、示范力。”重庆对外经贸学
院校长助理兼音乐舞蹈学院院长王婕
介绍说。

围绕高素质、高学历、高职称，学院
先后聘请张诗欣、姜明、马克贝雷伊等
国内外知名艺术家、教授为客座教授；
引进了女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宋
乃娟教授担任学科带头人，聘请徐晶
晶、李鳌等国内知名歌唱家、教授共6
人，引进英国、意大利、比利时等有海外
教育背景硕博25人，建设了一支结构
合理、实力雄厚、德艺双馨的音乐舞蹈

学科跨院校特色教师团队，支撑着人才
的高水平培养、学校的高质量对外合作
交流与发展。

与此同时，学院实施“新时代教师
素质能力提升计划”，实行“老带新、青
创新”模式，开展教师素养与专业技能
提升等项目，选派教师赴海外进修博士
学位以及考察交流学习，培养海外在读
博士7人。教师参加各级各类比赛屡
获成果，辅导学生参加国内外专业比赛
获奖200余项。

音乐舞蹈学院围绕以演促教、以演
促学、演教结合、服务地方的发展目标，
搭建产教融合资源平台，学院加强与地
方政府、企业的战略合作，建成首个西
南高校歌剧中心，深入推进并落实地方
各类文化活动、文艺演出、艺术研究等
相关工作；与重庆市音乐家协会、重庆
市歌舞团、重庆市文学作品表演艺术学
会等单位，共同搭建多个实践教学基
地，开展教学实训实习。如今，学院已
经呈现出实践演出异彩纷呈、教学提质
增速、成果可喜可视的实践教学新局
面。

值得一提的是，学院参加各级各类
教学实践演出活动100余次。包括受邀
参加央视《东南西北贺新春》节目录制
等，逐步形成“立足重庆—辐射西南—覆
盖全国”的办学格局。

对外交流跨越国界
文化往来拓宽深度广度

以“文”化人，更能凝结心灵；以
“艺”通心，更易沟通世界。重庆对外经
贸学院积极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
局，深化音乐与舞蹈跨文化研究，推动
音乐、舞蹈文化的多元共生和繁荣发
展，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看到文化
的力量。

美妙的视听盛宴，高雅的艺术享
受，友好的文化交流。11月7日，一场
主题为“今夜无眠—中韩音乐会专场”
在重庆对外经贸学院音乐厅举行。音
乐会中，马头琴朝格组合带来热烈奔放
《蒙古骏马》《万马奔腾》组曲，孙思程演
唱的朝鲜族民歌《铃铛》展现出中国民
族音乐的传承，韩国音乐家们演唱中国
艺术作品《大江东去》《锦瑟》《钗头凤》
印证了文化的交流互鉴。

重庆对外经贸学院音乐舞蹈学院

分管教学副院长费毓珺表示：“音乐作
为一种无国界的语言能打破语言和文
化的障碍。此次中韩国际音乐会的举
办，旨在通过中韩乐曲的献唱，丰富文
化交流、增进深厚友谊。”

携手共进，“合作圈”互惠共赢。学
院以文化为纽带推动学术交流，与美国
纽约歌剧院共建歌剧中心；与重庆市川
剧院共建川剧艺术普及教育基地；与合
川区社科联共建区美育实践研究与发
展中心。

对外交流，“国际范”持续彰显。学
院与泰国易三仓大学达成联合培育项
目的国际协议，有4名教师受聘为泰方
硕士研究生导师；2023年，对韩国数10
所高校进行访学交流并签订合作框架
协议，为提高学院的国际化水平和教学
质量奠定了坚实基础。

“歌舞为媒，艺术为桥，学院将持续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不断加
强对外交流与合作，拓展新文科建设的
广度和深度，为推动跨国际、跨区域、跨
文化建设与艺术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
展做出积极贡献。”重庆对外经贸学院
音乐舞蹈学院党总支书记温赞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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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重庆对外经贸学院提供

近年来，重庆对外
经贸学院始终坚持内涵
发展、产教融合、服务地
方、形成特色的发展思
路，着力打造以跨文化
传播为特色的“新文
科”，培养开放意识强、
实践能力强的“高素质
涉外人才”。学校以音
乐舞蹈学院为代表，逐
渐形成跨院校、跨行业、
跨国界的办学发展主
线，走出了一条以“跨文
化传播”为特色的高质
量发展办学新路子。

奏响“跨文化传播”办学主旋律
重庆对外经贸学院推进高质量办学发展

学校专业数智化音乐厅

“今夜无眠—中韩音乐会专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