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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积极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改革，在

枣“4+1+1+1+X”思政课课程群，大力推进本硕

果一体化建设。积极探索互联网+思政课“智慧

推动形成大中小思政课一体化，持续推进思政

教学项目等方面下功夫，提升思政课教学的思

2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

足学校学科特色和师资优势，学院推出“锦绣

系列课程，将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融合，思政

专业课程相融合，线下授课与线上教育相融合，

{]学科师资“双优势”，搭建互联网+“双平台”，

枣文“双声道”，叠加校内外“双效应”，取得积极

效。学院获得上海市课程思政建设重点课程立

音育项目立项，《解放日报》等50余家媒体予以

戎为上海高校“中国系列”课程的一张特色名片。

完拥有上海市重点建设课程2门、上海市高校思

里论课名师工作室1个。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

页，“纺织之光”2019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亭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上海市教学成果奖

1项，校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1项。获上海高校

治理论课教改试点项目4项。获上海高校思政

意赛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上海高校“形势与

畏教学展示活动二等奖、三等奖各1项；2017年、

“践行核心价值观·凝聚最美中国梦”获上海市

主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活动二等奖。

马克思主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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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委书记刘承功讲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课程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标兵教学展示观摩会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基地揭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与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论坛

王治东教授主讲“锦绣中国”系列课程“丝绸之路与历史文化传承”

邱夷平教授主讲“锦绣中国”英文版首课

“价值引领在讲台”教学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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