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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高校中存在的重教书轻育人、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脱节、教工党支部软弱涣散

三大问题，201 5年北京物资学院党委出台《关于开展专业使命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在全校

范围内探索把德育融入专业教育、把专业教育提升为专业使命教育的工作方针；确立了由学校党

委统一领导，学院党委(党总支)负总责，以教师党支部为主体、党支部书记为第一责任人、教

师党员引领全体师生员工共同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推行职责定位、工作定标、考核定性

的“三定”措施，把立德树人的责任延伸到底，落实到人。

专业使命教育的开展是以教师党支部为主体，发挥教师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引导全体教师自

觉主动j,-t-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教育，培育学生以专业梦践行中国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一方

面，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教育、做好育人工作，作为党员教师先锋模范作用发挥的衡量标

准，以此带动全体教师。教师党支部通过每月的组织生活，让教育者先受教育；各教师党支部明

确党员责任，通过开设专业导论课、举办论坛、指导学生专业社团、实践团队、学科竞赛、创新

创业项目等渠道对学生进行专业使命教育，并j,-t-其纳入对教师党支部与党员教师的考核中；同

时，采用教工支部与学生支部共建等活动，锻造教师和学生党员“专业报国”的使命感。另一方

面，始终坚持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衔接、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拓展立德树人的维度。

由教师党支部牵头，以教师党支部所属专业为单位，指导建立全覆盖的学生专业社团；以学生专

业社团为依托，由教师党员担任指导教师，广泛开展学术沙龙、学科竞赛和专业项目研究。定期

邀请毕业校友、行业精英、政府部门专家来校，以职业价值观讲座、校企合作授课等多种形式推

进学校与社会部门的联合培养机制建设。启动和实现青年教师社会挂职全覆盖，以“走出去”的

方式推动青年教师专业素养的提高。

学校始终坚持4年不断线的全过程、个性化的专业使命教育体系。将专业使命教育纳入本科

生人才培养方案。对大一新生，开设专业导论课等形式，强化专业认知；对大二学生，夯实专业

基础，明确专业理想；对大三学生，深化专业知识，强化专业应用；对大四学生，充分利用校外

人才培养基地，加强专业实践。在此过程中，同步注重发挥教师的优势和特长，面向不同年级、

不同类型学生开展专业使命教育，加强专业指导。201 5年初，校党委选取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为

试点，率先开展专业使命教育工作探索，形成以点带面、逐步推进的工作方式，成为学校“十育

人”模式中开展学生品德工作的重要载体之一。

截至2017年底，专业使命教育在全校所有教师党支部中全面推进，工作已覆盖所有本科专业。

“点燃教师的育人激情，照亮学生的专业梦想”的全程、全方位育人格局不断完善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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