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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铸魂、情怀润心、三合强能”培养高素

质人才

第一部分 学院简介

2011 年 7 月，设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成为学校直接领导的独立

二级教学科研机构，2017 年 1 月更名为马克思主义学院，2021 年 7 月思想

政治教育专业由原政法学院调整至马克思主义学院办学。2021 年 1 月获评

“湖南省高校党建工作标杆学院”荣誉称号。

马克思主义学院承担全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有思想政治教

育 1 个本科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被列为省级特色学科，思想政治教

育专业是湖南省一流专业建设点，课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成功入选湖南省一流本科课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已获得

免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并于 2023 年 4 月通过教育部师范类专业认证专

家进校考查。

学院现有教师 79 人，其中高级职称教师 32 人、博士（含在读）29 人；

有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能手 1 人，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优秀教

师 1 人，省高校青年工作标兵 1 人，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 5 人。

学院拥有“湖南省优秀教学团队”称号，现有省级优秀教育实习基地、

新时代湖南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基地等 13 个教学科研平台。近年来，

学生获“挑战杯”“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等国家级奖励 4 项、省级奖励

25 余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质量高，近三年就业率保持在 90%

以上，除从事教育工作以外，考研、考公的比例达到 20%。

第二部分 学院本科教育教学特色突出

学院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始终坚持“以本为本”、持续推进

“四个回归”，根据师范专业认证标准和高素质教育人才培养要求，深入

贯彻 OBE 理念，围绕“四有好老师”的人才培养目标，积极构建“信仰铸

魂、情怀润心、三合强能”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培 养面 向 未来 的 高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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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教育人才。

一、抓住关键，练就思政课教师过硬的育人本领

一是以教改引领教学。学院秉持着教育改革的理念，致力于创新教学。现设

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 7个教研室。《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入选省一流课程，教师获得首届全国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展示竞赛二等奖 1项，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三等奖等省部级奖

励 20 余项。多年来形成了“强化一个理念、抓住两个特点、坚持三个结合、实

现四个转变”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主体性教学改革模式。《光明日报》光明网、《中

国教育报》对教学改革成果进行了宣传报道，中宣部“学习强国”平台将此经验

在全国推荐学习。

二是以科研支撑教学。学院具备一定程度的科学研究能力，并且以学术研究

和知识创新为基础支持教学。学院已获得 7个省、校级科研平台，主要包括湖南

省应用特色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湖南省重点社科研究基地·吕振羽与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基地、湖南省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邵阳学院基地、湖南

省高等学校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新时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基地等。近五年来，

先后主持各类课题 62 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 2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5

项；发表论文 190 余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 26 篇、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1篇；

出版专著 9部。教师获各类科研奖励 20 余项。这些科研成果和荣誉有效的推动

了教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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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部分教学科研成果展示

二、信仰铸魂，培养思政专业师范生过硬的政治素养

一是着眼于知，扎固信仰之根。通过系统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

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概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等课程，引导学生深刻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培养学

生扎实牢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二是注重于信，坚定信仰之魂。在传授学科

知识时，引入案例教学、探究式教学等现代教学方法，线上线下结合，引导学生

学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转化为信仰，深化学生对个人价值与社会目标、历史

使命与时代担当之间关系的理解，引导其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深化理论信

仰、启迪智慧、砥砺品格，以此强化信仰之魂。三是立足于行，筑牢信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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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邵阳本地实际，挖掘本地红色资源，与邵阳市党史陈列馆、塘田战时讲学院

旧址、袁国平故居等 10 余家红色场馆签订了协同育人基地协议，开展了红色主

题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红色主题班会、红色讲解员等一系列红色实践活

动，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筑牢信仰之路。

坚持信仰铸魂，本专业学生的政治素养得到全面提升，95%以上学生递交了

入党申请书，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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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实践活动部分获奖展示

三、情怀润心，培育思政专业师范生的乡村教育使命感

本专业一直把培养乡村骨干教师作为人才培养目标。一是开设乡村教育课

程。开设《乡村教育情怀专题》《校史教育专题》等专题课程教学，夯实学生乡

村教育文化知识基础。二是营造乡村教育氛围。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积淀了培

养学生扎根乡村教育的学校文化传统，通过校园网站推出了系列乡村教育优秀校

友的先进事迹，营造了“讲台虽小亦有为，乡村虽苦亦有乐”的校园文化氛围，

陶冶了学生乡村教育情怀，激发了学生坚守乡村、奉献青春的情感。三是开展乡

村教育实践。组织学生赴乡村中学开展教育见习、教育实习、教育研习等实践活

动，丰富师范生的实践经验和教学体验，砥砺学生担当乡村教育使命。

近五年来，培养了一大批“下得去、守得住、教得好”的乡村中学思政课教

师，有 50%以上毕业生成为乡村中学思政课教师并扎根基础教育一线，其中“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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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最美乡村教师”谭兰霞被中央电视台和光明日报作为典型报道。

图四 谭兰霞获得中央电视台和光明日报典型报道

四、“三合强能”，锤炼思政专业师范生的教育教学能力

一是校内与校外相结合，提升学生的教育教学技能。本专业充分挖掘邵阳市

基础教育资源，与邵阳县二中、隆回县雨山中学等 12 所城乡中学建立了校校协

同合作关系，长期合作中形成了双方共同制订培养方案、共同打造教学团队、共

同进行课程建设、共同开展教学改革、共同完善实践教学管理的“五共同育人”

培养模式。

二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化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本专业以学生为中心、

以产出为导向，课程设置坚持理论课程和实践实训课程合理配置，构建了“三四

三五”实践教学体系（三类实践：课程实践、专业实训和综合实践。四项能力：

通识能力、专业能力、创新创业能力及职业发展与适应社会能力。三个平台：校

“全国最美乡村教师”

2003 届思政专业毕业生谭兰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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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实验实训平台、网络实践教学平台、校外实践育人基地。五大模块：素质拓展

模块、实验教学模块、实习实训模块、论文设计模块、科研创新模块）。两类课

程以交叉渗透的方式实施，凸显理论引领实践、实践验证理论的教学理念，确保

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

三是教学培训与研究培养相结合，培养学生的自我发展能力。本专业开设了

《中学思政课教学技能训练》《中学名师系列讲座》《中学思想政治学科教学论》

等课程，实行双师同堂，增强了学生的教学技能，突出了师范生职前教育职业能

力的涵养；通过开设《学术艺能活动》《社会调研与工作实习》等实践课程，组

织学生深入农村参加社会调研和实践，培养学生自我反思和沟通合作能力。

近年来，本专业学生教育职业能力和专业发展能力凸显。2018-2023 年，本

专业学生在全国和湖南省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文科组屡获佳绩，实现了竞赛获奖

连续 6年不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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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师范教学技能竞赛部分获奖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