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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1北．覆，挑炎学火建与经法孽：院’学生蔓俸简凳7

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秉承“以学生为根、

理、懂法律、通经济、善管理”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

色的经验做法。

育人为本”的办学理念，致力于培养“崇真

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总结形成了一套富有特

一是党建引领学生工作全面提质增效。坚持党建带团建、团建促党建，着力提升基层组织活

力。先后打造“支部牵手1+1” “经典歌曲创作传唱微党课” “初心相册——我和入党介绍人合个

影”等品牌活动，近3年学院两次荣获全校“学生党建先进学院”。狠抓团学干如up厶匕BP-,力建设，每学

期开展“学工干部大练兵”，学院团委书记宋丁博男荣获陕西省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一等奖和陕西

高校团干部素质能力大赛二等奖；团学骨干入选研究生支教团，人数连续3年列全校第一，成员孙

丽静获“201 9最美奋斗者”。

二是优良学风促进学生全面成长成才。深入开展“一个党支部建好一个班、一名党员带好一个

宿舍、一名入党积极分子帮好一名同学”的学生党建“三个一”工程，正班风、净舍风、促学风，

两个班级先后荣获全校模范班级；通过“为天才留出空间，为通才制定规则”的一人一策，指导

201 6级本科生通过学分积、学科竞赛、特殊才能等多渠道推免29人，比例为26．6％，境内外攻读研

究生学位的有55人，深造率为51％。

三是因材施教服务学生特色发展。打破传统模式，在高水平运动队中成立团支部，通过“我最

喜爱的体育明星”故事分享会、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体育精神之我见”等活动，强化思想引领

和作风建设，通过“班级小课堂”帮助解决学习难题，设置“课外锻炼朋辈互助教练”岗位搭建展

示舞台，羽毛球队队员欧阳南军在第十三届全运会上荣获2金1铜，并获“陕西好青年”称号；排球

队连续两年荣获全国大学生排球联赛总决赛亚军，排球队团支部先后荣获全校“十大青春榜样”和

“五四红旗支部”，并获批全省高校团建样板支部；近3年乒乓球队、篮球队和田径队分别推免研

究生3人、5人gn7人，开创了集体荣誉、队伍建设和个人成长的多赢局面。

四是充分发挥学科专业育人特色。学生自我管理和民主议事决策是高校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院结合法学专业特色，组建“常任学生代表团”，探索学生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学生集体议事、

民主决策和纠纷调解、仲裁的工作机制，先后审议并通过了学院综合测评、奖学金评定、学生通报

批评等制度，阶段性成果申报并获批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201 9年高校辅导员工作精品项目。学院

多年来坚持通过“模拟法庭” “法治进校园——公开庭审” “法律文化节”等，在校园中普及法治

意识和尊法守法理念；选拔、组建学生党员法律志愿者服务队，支持学校法律援助中心建设；疫情

期间推出网络普法特色栏目“学生法治大讲堂”，结合个人行程申报、高空抛物、盗窃井盖等，开

展“抗疫与法” “勿以恶小而为之”等系列讲座，模拟法庭和学生法治大讲堂项目先后获学校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精品项目创建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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