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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校召开课程思政示范专业 2022 级本科生培养方案

答辩会 

2、我校举办对口张家口市张北县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能力提升在线培训班 

3、我校教师在第二届河北省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中  

喜获佳绩 

4、我校 3 门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顺利通过验收 

5、我校召开民族学专业 2022 级本科生培养方案论证会 

6、我校线上教学工作有序推进 

7、教学简讯 6 则 



 

 - 1 -

- 

我校召开课程思政示范专业 

2022 级本科生培养方案答辩会 

5 月 21—22 日，我校通过腾讯会议召开课程思政示范专

业 2022 级本科生培养方案论证答辩会。东北大学质量监控

与评估中心主任宋叔尼教授，东北大学教指委委员、教务处

副处长徐林教授，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鲍玉斌教授，

冶金学院副院长杜涛教授，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孙新波教授，

东北大学教指委委员张威教授担任评审专家。秦皇岛分校教

务处处长马廉洁、相关学院教学副院长、课程思政示范专业

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培养方案是学校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基础性

文件，是学校编制教学大纲、组织教学过程、执行教学计划、

落实教学任务的根本依据。本次培养方案修订以课程思政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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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专业为试点，旨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大力推进课

程思政建设，体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紧密结合

学校人才培养目标，重点强化专业特色优势及人才培养定位。 

与会专家围绕培养目标、毕业要求、矩阵关系、课程体

系、课程设置等方面，以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和教育教学审核

评估工作为指引，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可操作性建议。专家

指出，课程思政建设要寓价值观引领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

之中，着力解决好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两张皮”的问题，

以适时、适度、适合的方式，构建螺旋式上升、分阶段成长、

全链条贯穿的育人体系。培养方案要紧紧围绕国家和区域发

展需求，结合学校发展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构建科学合理、

相互支撑的课程体系，既要对标国家专业质量建设标准和专

业认证条件，又要结合本专业新时代发展需求、办学定位、

师资力量，在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方面有效完成

人才培养目标的支撑度和达成度，同时彰显自身的特色优势。 

会议强调，本科培养方案的制定要聚焦学生全面发展核

心，回答好“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

这个根本问题。各学院要充分发挥所有教师、所有课程的育

人作用，坚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深化落实，

不断提高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立德树人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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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举办对口张家口市张北县教师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提升在线培训班 

5 月 30 日，根据河北省教育厅《关于开展农村地区教师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提升在线培训的通知》要求，我校对

口张家口市张北县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提升在线培

训顺利开班。河北省教育厅语言文字工作处负责同志，我校

教务处负责同志，张家口市语言文字培训测试站、张北县教

育体育和科学技术局相关人员及 779 名学员参加线上会议。 

会上，省教育厅语言文字工作处负责同志介绍了此次培

训的目的和意义，提出四点要求。一是提高认识，认真贯彻

落实全国语言文字会议和全省语言文字会议精神，深入理解

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培训的重要意义，努力办好此次

培训。二是要求张北县进一步巩固语言文字工作成果，提升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质量和水平，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促进乡村教育振兴，繁荣发展乡村语言文化。三是希望学校

充分发挥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职能作用，精心组织，全力

做好培训工作。四是希望全体学员认真参加培训，提升自身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水平，学以致用，促进学校语言

文字工作规范化建设。 

张北县教育体育和科学技术局负责同志发言表示，将对

参训教师加强组织，充分利用此次培训，切实提升张北县教

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升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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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语言文字规范化水平。 

我校教务处负责同志发言表示，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能力提升线上培训是高校助力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学校将

配备优秀师资，严格管理，与张北县教育局共同协作，努力

提升培训质量，促进张北县语言文字工作发展，充分发挥高

校在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的示范引领作用，为乡

村教育发展和产业振兴贡献力量。 

我校教师在第二届河北省高校教师 

教学创新大赛中喜获佳绩 

5 月 31 日，河北省教育厅公布了第二届河北省高校教师

教学创新大赛获奖名单。我校推荐的 5 名教师均在比赛中获

奖，其中，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宋昕获正高组二等奖，马

克思主义学院王莲英、资源与材料学院韩秀梅获正高组三等

奖；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薛婧获中级组二等奖，控制工程学院

孟范伟获中级组三等奖。 

据悉，本次比赛历时半年，期间通过多次邀请校内外专

家辅导、组织参赛教师模拟演练等方式，为参赛教师提供多

方位的指导和帮助。未来，学校将继续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坚守“以本为本、四个回归”，秉持“以赛促教、

以赛促学、以赛促研、以赛促改”，进一步加强教学创新改

革和一流课程建设，激发教师教学创新原动力，全面提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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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教学能力，持续提高我校人才培养质量。 

我校 3 门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顺利通过验收 

6 月 1 日，河北省教育厅公布了 2022 年省级立项精品在

线开放课程验收认定结果。我校《材料成型力学》《大学物

理—波动光学与近代物理》《创客实战训练营》3 门课程顺

利通过验收。 

据悉，我校目前共有 8 门课程顺利通过省级精品在线课程

验收，1 门课程获批省级一流课程建设立项。截至今年 6 月，

8 门省级精品在线课程均在学银在线平台上线，累计学生选

课 8000 余次。近年来，学校高度重视一流本科课程建设，

相继出台了相关管理文件，推行一系列工作举措，并对获批

立项的省级、校级一流课程给予建设经费支持。学校将继续

加大对课程建设工作的支持力度，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依

托 2022 年校级一流本科课程的建设申报和立项工作，持续

推动我校课程建设高质量发展。 

我校召开民族学专业 2022 级本科生培养方案论证会 

6 月 3 日，我校通过线上会议形式组织召开民族学专业

2022 级本科生培养方案审议论证会。副校长赵勇、学校教学

指导委员会委员、教务处相关人员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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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会上，民族学专业负责人围绕专业简介、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课程体系、教学进程等进行了详细汇报。教指委

委员在认真审阅培养方案等相关材料和听取汇报后，就培养

方案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体系、矩阵关系等各环节进

行提问，并针对培养方案的科学性、合理性、前瞻性提出了

意见和建议。 

赵勇对民族学专业培养方案制订及论证工作给予充分

肯定，同时希望民族学专业以本次培养方案修订为起点，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扎根中国大地，办出中国特色，

服务国家战略，培养一流人才。 

我校线上教学工作有序推进 

自本学期开学以来，在学校全体师生共同努力下，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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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教学有序推进，教学成效稳中有升。强化教学过程督导

督查，本科教学督导线上听课评课合计 713 门次，其中，理

论课 592 门次，实验课 121 门次。 

截止第 15 周（6 月 12 日），学校周均参与线上教学学

生人数 74984 次，教师 824 人次，开设在线课程 1117 门次，

实时授课 709 门次，线上建设课程 374 门次。学生平均到课

率 98.2%，学生参与线上教学积极性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

教师实时授课率 63.6%，建设线上教学资源课程占比 33.5%，

教师依托线上教学平台更加积极主动开展信息化时代教学

方法的研究、改革与实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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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简 讯 

1、5 月 1 日，发布《2021-2022学年春季学期考试工作

简报》。 

2、5 月 7 日，组织相关人员参加河北省教育厅课程思政

教学竞赛启动暨“马工程”教材使用情况通报会议。 

3、5 月 16 日，公布了 2022 年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特色

实习项目评审结果，共确定 2022年校级特色实习项目 5 项。

学校将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确保特色实习项目扎实推进。 

4、5 月 23 日，公布了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2022 年校级

课程思政示范项目评审结果，共确定 2022 年校级课程思政

示范专业 2 个，校级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团队 4 个，校级课

程思政示范课堂/示范课程 49 门。 

5、5 月 31 日，印发了《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教学工作

二级管理办法（修订）》(东秦教〔2022〕13 号)。 

6、5 月 31 日，印发了《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本科教学

事故与教学差错认定及处理办法》(东秦教〔2022〕14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