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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学生思想政治理教育工作评

估包含哪几项内容？

答：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对高

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情况进行

评估；二是对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评估。

2.吉林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检

查评估工作分为哪几个阶段？

答：评估期间为6月15日———12

月31日，具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6月15日———9月30

日，按教育部制定的《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测评体系》和《高等学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进行全面

自查。

第二阶段：10月10日———10月31

日，专家组对自查后申报的学校进行

检查评估。

第三阶段：11月———12月，专家

组对未申报的学校进行检查评估。

3.为什么要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建

设进行评估？评估有何依据？评估结

果对学校有何影响？

答：为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的意见》 （中发 [2004]16 号），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

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的意见》 （教社政[2005]5号），建立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测

评体系。因此，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

建设评估，是落实中央16号文件的重

大举措，是促进高校坚持正确的办学

方向，规范教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

的重要举措，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

评估的依据是吉林省教育厅《关

于开展吉林省大学生思政政治教育检

查评估工作的通知》———吉教思政字

[2010]7号文件。

评估结果作为吉林省教育厅（高

校工委）考核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育教学工作的重要依据，作为考核学

校坚持正确办学方向的重要依据，同

时依据评估结果评选出吉林省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先进单位。

4.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性质和

功能 ？

答：高校思政课是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的主渠道。是帮助大学生树立

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

途径，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要

求。

5.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评估体系

指标中，一级指标有几个？其内容是

什么？

答：一级指标有5个，分别是：

组织管理、教学管理、队伍管理、学

科建设、特色项目。

6.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评估体系

指标中，二级指标有几个？其内容是

什么？

答：二级指标有24个，分别是：

（1） 领导体制； （2） 工作机制；

（3） 机构建设； （4） 专项经费；

（5） 管理制度； （6） 课程设置；

（7） 教材使用； （8） 课堂教学；

（9） 实践教学； （10） 教法改革；

（11） 教学成果； （12） 政治方向；

（13） 教师选配； （14） 培养培训；

（15） 职务评聘； （16） 经济待遇；

（17） 表彰评优； （18） 学科建设；

（19） 科研工作； （20） 表彰评优；

（21） 学科建设； （22） 科研工作；

（23） 教学改革特色项目； （24） 其

他。

7.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测评体系指标中，一级指标有几个？

其内容是什么？

答：一级指标7个，分别是组织

领导、主体队伍、课堂教学主渠道、

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条件保

障、育人环境、特色项目。

8.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测评体系指标中，二级指标有几个？

其内容是什么？

答：二级指标有20个，分别是：

（1） 工作定位与思路； （2） 领导体

制与工作机制； （3） 党政干部及共

青团干部队伍； （4） 思想政治理论

课与哲学社会科学课教师队伍；（5）

辅导员、班主任队伍； （6） 思想政

治理论课； （7） 形势与政策教育；

（8） 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 （9） 校

园文化建设；（10）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11）心理健康教育； （12）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13）学生就

业创业教育；（14）党团组织建设及

活动； （15） 学生教育活动设施建

设；（16）经费投入； （17）科学研

究； （18）校园安全稳定； （19）家

庭与社会参与；（20）其他。

9.教学档案内涵，包括哪些？

答：教学档案是教学实践和教学

研究过程中形成的重要文献材料，应

该包括上级教育主管部门下达的指令

性、指导性文件计划、规定及各种规

章制度、办法等；综合性教学文件材

料，即本部门产生及制定的各种教学

制度、规定、办法、条例及各类教学

数据统计表；教学、教材等方面的材

料；学籍管理方面的材料；教学过程

监控材料；教育研究方面的材料等。

10.“05”课程设置方案是什么？

答：2005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的

实施方案的通知》 (教社政[2005]9号)，

简称“05方案” )，正式提出新的思

政课课程设置。

党的十六大后，胡锦涛总书记对

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出

了重要批示，对高校思政课建设和改

革作出了重大决策，决定将马克思主

义在当代中国的理论创新成果，融入

高校思政课的教学中。2005年1月，

在党中央召开的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胡锦涛

总书记提出在全国高校大学生中推进

实施新课程方案、新教材建设两大改

革工程。

11.思政课专任教师队伍现状如

何？

答：思政课生专任教师达16人，

副高级职称以上4人，占25%。具有研

究生以上学历者14人，占87.5%，其

中博士2人，占12.5%。

12.学校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提

供了哪些保障？

答：第一，职称评聘。思政课教

师评聘工作及专业技术职务岗位设置

与学校其他专业同等。

第二，经济待遇。思政课教师工

作量与课酬的计算标准与学校公共基

础课一致。

第三，教学设备。有多媒体教室

（配置了投影仪、电脑等）和一定数

量的思政课教学课件和声像资料。

第四，办公环境。设有思政部办

公室、思政部教研室（人文基础教研

室、公共关系教研室、思想政治理论

教研室，生命教育教研室）、思政部

资料室，使用面积近300平方米。

第五，办公设备。思政办公室配

备有计算机、扫描仪、打印机等现代

办公设备。

第六，图书资料。图书馆馆藏思

政类图书，包括期刊13种、报纸4种、

图书近6万余册。思政部藏期刊杂志

12种、图书200余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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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这块人杰

地灵、充满和谐博

爱气息的校园时，

一片热浪袭来，虽

然一切有些陌生，

可又让人倍觉亲

切。我走在碧翠蝶

花的校园里，嗅到

了激情和温暖交聚

的味道，亦如在缀

满果实的园子里徜

徉般的欣喜与挚爱

之感。一群朝气蓬

勃质朴纯真的学

子，数位循循善

诱、孜孜不倦地工

作的领导和老师，

这一切都汇成了我

无边的思绪。在脑

海中，在内心深

处，我感受着，也感动着———这职业

给予我的乐趣。走进医专，成为师者，

是幸福的再次起点。

一直怀揣着儿时那为师者的梦想，

所以选择学师于师大，选择执着于三

尺讲台，尽管梦走他乡，却也在其中

体会到仅为教师方能理解的幸福和喜

悦。那时候的得失，自在心中久贮惜

藏。那份曾经的恬淡和踏实，让我愈

发对教师的职业注满真情，也愈发希

望重拾这种暖意。这份自我期冀，源

于人们对于教师职业的正解，源于我

个人对于“教师精神”的珍视和崇敬。

心中甚喜，终于在这个家里安顿了下

来，这寸一直为懵懂时的梦想而不断

努力的空间，因家中的暖意而被沉甸

甸的情感所充盈。

虽然来到学校时间不长，竟也被

秉予信任，心中不免生出更多努力来，

明白这份信任中充满了对新人的关爱

和希望。虽然了解不够深入，却也感

受到了这个家中那份忙碌中的游刃有

余，紧张中的从容镇定。更为那高远

务实的志向———“践职不怠 厚德以

人”所砥砺，殊遇春意长存之境，岂

是一个“珍惜”了得，自在心中早已

暗暗自勉，况环顾四周，一片鼎力尽

为之景，正值大好时光，自在自为自

好之。

因为一直明白身为师者所要沉淀

的定是广博，所以顾往思旧，总有若

干惶恐在心中。几番课堂下来，更觉

那句自励的“要学的东西太多”的话

语是需要每日惊醒于我的，几次课堂

学习下来，深为前辈们的博学善导之

才所折服，更是理解了为师者的不易。

所以更要躬身前行！

很清楚地了解，为师者，先为人，

所以要秉以平等和蔼的心绪去善待学

生，所以要以激情和启发去尊重课堂，

所以要聊以真心对待工作……于我来

说，梦想将工作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因为志趣在此、希望在此！

用几段文字去激励自己，用未来

的梦想去憧憬自己，用实际行动去实

践自己。

希望一路走过，漫天芳菲！

医学人文部 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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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是知识的源泉”。

“书籍是培植智慧的工具”。

“书籍就像是一盏神灯。它照亮

了人们最遥远、最黯淡的生活道路

……”那些文人、先哲们对书籍的

伟大之精辟的评价实在是太多了。

历史已证明没有书籍，人类将不复

存在。但是有了书，必须去读、去

学，去认真地读，深入地学。这样

才能发挥书籍应有的作用和价值，

人们才能有所收获。否则，只把书

当做一种装饰或门面摆设，怕是没

什么实际作用和意义。

书犹药也，善读者可以医愚，

不善读者，也许会反为其害。博览

群书当然有益，但读什么样的书也

要有所选择，胡乱的读一千本书也

许不如读十本好书，可以得到更多

的正确的知识。读一本好书，会使

你更加坚强，更加聪明，更加坦

然。读一本好书，可以启发心灵，

给人以乐趣，给人以才干。

读书必定能学到更多的知识，

读得越多，知识的积累会越丰富。

所以读书必须贵在坚持。一天即使

只学习一个小时，一年就累计了三

百六十五个小时。“一丝而累，以

至于寸，累寸不已，逐成丈匹。”

“鸿毛性轻，积之沉舟；繒缟质薄，

叠之折轴。以毛缟质轻微，能败舟

轴者，积多之所至也。”不就是这

个道理么？

学习又要贵在坚持，不怕苦。

毛泽东说：“我们要振作精神，下

苦功夫学习。”“下苦功”三个字，

一个是“下”，一个是“苦”，一个

是“功”。江泽民也说过：“学习、学

习、再学习，努力、努力、在努力。”勤

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没

有坚忍不拔的精神，没有持之以恒

的毅力，不付出辛劳的汗水，不付出

牺牲的代价，怎能收获累累的硕果，

哪能会有“唯有吟书不倦，始知文字

无穷”的快乐之惑。

学习要有一个“勤”字，勤必

定让您受益。勤学除了要多看，还

要多抄，多做读书笔记，手抄一

遍，胜读十遍。学者胡华说：“要

勤于做摘记，写自己的看法。治学

的人，大量时间都花在抄、摘资

料，做卡片、写札记上。否则‘读

书如不及时做笔记，犹如雨落大海

没有踪迹一样。’”

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实践，学和

行是有机联系着的，学了还要思

考、要应用、要自问、要探索、要

创新。读书不用心记，不如不读；

记而不用，不如不记。而有了知识

不去应用，如同一个农人只耕而不

种，何谈收获？知识再渊博的人，

不把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等于一

只蜜蜂不酿蜜，怎有作为？所以，

毛泽东说：“最重要的是善于将这

些知识应用到生活实践中去。”

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更要时时刻

刻抓紧学习。苏霍姆林斯基说：

“没有比教师更富于求知的精神，

不满足现状，更充满创造思想的

人”。什么“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

程师”，“教师是人类最完善崇尚的

典范”……那些对教师之神圣伟大

的赞誉，其实也是对教师教育与任

职者的鞭策，虽然师不必贤于弟子，

但为师者之任，必有渊博之识，如若

桃李芬芳，必尽耕耘之责。否则，必

有误人子弟之嫌。

爬山，爬得越高，望得越远；

读书好比耕耘，汗水流得越多，收

获更加丰满。

“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

“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

好学，如月中之光；老而好学，如

炳烛之明。”

从现在开始读书也不为晚，晚

总比不读强。 宣传部 于凤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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