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漶南素学察旗。郫焘袁正+程98撵遴0鱼重垒育太争9综合酸革
自入选教育部“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高校以来，海南大学努力构建多维协同、内生驱动的

“三全育人”一体化模式，大力实施“六大工程”，把“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引向深入，提升立德树人贡量。

强基铸魂工程。把加强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实施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项目。落实

马克思主义学院是重点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重点学科、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重点课程要求，

成功申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大讲

堂、时事论坛，开展大学生年度人物等评选表彰活动，深化学生“六帮”专项工作，引导大学生听党

话、感党恩、跟党走。

五育并举工程。开展“三季四性五主题”教育活动，优化德育实践载体和活动设计，完善本硕

博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实施完全学分制改革，构建可应对变化、塑造未来、时代所需的智育体系。

以身心健康教育、锻炼习惯培养和校园体育文化为重点，加强体育教育；着眼自然之美、生态之美、

奋斗之美，加强学生审美教育、体验教育。强化实践体验，让学生在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中感受劳动乐趣。

制度创新工程。构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制度集成创新体系，深化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着

力学生工作的“流程优化”与“流程再造”，推进让学生“最多跑一次”改革。全面深化人事制度
改革，明确育人职责和要求，促进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全员贯通。推进书院制改革，围绕“五育并举”

设计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根本标准贯穿全程。

师德提升工程。成立党委教师工作部和师德师风管理科，坚持教育引导、制度规范、监督约束、

惩防结合、标本兼治的方针，引导教师把教书育人和自我修养结合起来，做到以德立身、以德立学、

以德施教，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以深厚的学识修养赢得尊

重，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引领风气。

平台建设工程。加强“十大育人”中心建设，搭建具有学校特色的育人平台。网络育人中心搭

建起海南省易班发展中心，管理育人中心推进南海记忆共享空间、红船领航党员之家等1 1个学生

宿舍区共享空间建设，课程育人中心成立海南省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联盟，实践育人中心成立

大学生创新院，心理育人加强二级学院心理工作室建设等，通过平台建设确保每个育人功能都能在

海南大学落地见效。

质量提升工程。坚持以师生为中心，动态把握师生思想特点和发展需求，激活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内生动力。制定海南大学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30条指导意见，聚焦重点任务、重点群体、重点

领域、重点区域、薄弱环节，强化优势、补齐短板，加强分类指导，因材施教。加强督导考核，严肃追责

问责，把“软指标”变成“硬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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