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教院函字〔2018〕20 号 

关于组织开展“以德立身、以德育人 

争做‘四有’好老师”专题网络培训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教育工作部门、教育厅（教委），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各高等学校：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引导广大高校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

施教、以德育德，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根据《教师教

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 年）》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

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意见》文件精神，国家教育行

政学院决定开展“以德立身、以德育人 争做‘四有’好老师”

专题网络培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目标 

1.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了

解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趋势，把握时代要求，明确教书育人方向。 

2.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学习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

素养。 



3.深入学习了解师德规范，弘扬高尚师德，坚持以德立身、

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争做“四有”好老师。

二、培训对象 

普通高等学校（含全日制本科院校、民办本科院校、独立

学院、高等专科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教师。 

三、培训时间 

本次培训为年度培训，学习时长为 12 个月，具体开班时间

由参训单位与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联系确定。 

四、培训内容与形式 

本次培训依托中国教育干部网络学院培训平台组织实施，

培训期间参训学员在中国教育干部网络学院（www.enaea.edu.cn）

进行注册，登录后使用学习卡，即可参加培训学习。培训分课

程学习、主题研讨、成果撰写、风采展示四个环节。 

1.课程学习 

本次培训包括必修课与选修课（见附件 1）。必修课设置

“坚定理想信念 明确任务方向”“践行以文化人 加强品德修养”

“体悟师德典范 弘扬崇高师德”三个课程模块，参训学员需完

成 32 学时（45 分钟/学时）的必修课视频学习任务。 

2.主题研讨 

培训期间，参训学员在班级管理员的组织下，围绕“怎样

做学生心中的好老师”“如何做好立德树人工作”“教师在高

校思政工作中的责任与担当”等主题开展研讨，也可结合工作

 
 



体会和培训心得进行交流分享。此外，中国教育干部网络学院

论坛将设立主题研讨区，参训学员可在论坛内与全国范围内的

同行进行广泛地交流与互动，分享学习体会。 

3.成果撰写 

培训期间，参训学员要结合培训目标和培训内容，立足岗

位工作实际，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践行‘四有’好老师要求，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主题撰写一篇学习心得作为本次培训的研修成果，字

数不少于 1000 字。 

4.风采展示 

培训期间，参训单位或学员可选择推送教书育人先进事迹

或优秀师德师风建设工作案例至中国教育干部网络学院进行宣

传展示，展示形式包括微视频和文章（见附件 2）。 

培训结束后，完成培训各环节考核要求的学员可以在线打

印学时证明。参训单位可将学员的学习时长计入继续教育培训

学时。 

五、培训费用 

培训费 300 元/人。培训费包含课程开发、组织管理、教学

服务、平台使用、带宽支持、学时证明等费用，以高校为单位

按下列账号支付： 

收款单位：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开户银行：工行北京体育场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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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    号：0200053009008801215 

联 行 号：102100005307 

六、报名事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教育工作部门、教育行政部

门可统筹安排，以高校为单位组织参加培训，各高校也可自主

报名参加。本次培训以班级为单位开展培训活动，原则上每班

不少于 30 人。 

各地、各高校收到通知即可组织报名，填写培训报名表

（见附件 3），与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联系。 

联系人：章驰、袁宏伟 

电  话：010-69205993，69248888 转 3351 

邮  箱：F2008@vip.163.com 

传  真：010-69249580 

地  址：北京市大兴区清源北路 8 号 

邮  编：102617 

 

附件：1.课程列表 

2.风采展示相关要求 

3.培训报名表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2018 年 9 月 4 日     



 附件 1 

课程列表（必修） 

课程

模块 
课程名称 主讲人 单位及职务 

坚定

理想

信念 

明确

任务

方向 

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解读 待  定 后期更新 

部长访谈：在党的旗帜下办人民

满意的教育 
陈宝生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 

以习近平教育思想为指针 深化

高校人才培养体制机制改革 
吴  岩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 

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趋势与借

鉴 
周满生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专

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从习近平青年教育思想看新时代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新使命 
冯  培 

十九大代表、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党委书记 

把立德树人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高  东 

赵  旻 

缪劲翔

张  健 

高东，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党

委书记； 

赵旻，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书

记； 

缪劲翔，首都师范大学党委

副书记； 

张健，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

书记 

东北抗联精神与爱国主义教育的

时代意义 
张鹏一 

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 

馆长 

践行

以文

化人

加强

品德

修养 

中华文化自信与高校立德树人 王光彦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副司

长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共同

的追求，共同的坚守 
李君如 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用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文化建设 匡文波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华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 陈  来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教授 

走进音乐的世界——兼谈艺术对

人生幸福与事业成功的重要性 
周海宏 

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

央音乐学院副院长 

科学与艺术交融的大学美育理念

与实践 
沈致隆 

原北京工商大学化学与环境

工程学院物理化学教授、化

学系主任 

崇德向善，善莫大焉——中华德

善文化的文艺品解 
梅敬忠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

授 

 

 
工匠精神培育与大国工匠培养 黄景容 

深圳第二高级技工学校原校

长/人社部技工教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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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悟

师德

典范 

弘扬

崇高

师德 

谈高校教师的心理—道德修养 班  华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教授 

浅谈树立良好的师德师风 朱月龙 河北师范大学教授 

钟扬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 专题片 复旦大学报告团 

创新典范，时代丰碑——“杂交

水稻之父”袁隆平 
姚昆仑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

室研究员 

听他们讲李保国的故事 访  谈   

党员何积丰——一位院士的选择 专题片  

安放在西部的青春与梦想 专题片 河北保定学院西部支教团队 

西南联大精神与大学发展理念文

化反思 
叶燎原 

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云南

师范大学教授 

教育与幸福 文东茅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 

说明：1.个别课程或稍有调整，请以平台最终发布课程为准； 

         2.课程主讲人职务为课程录制时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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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列表（选修）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讲人 单位及职务 

1 积极探索全球化时代的高等

教育创新 
俞立中 上海纽约大学校长 

2 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的启示 朱庆葆 
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教

授、博导 

3 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

（2017-2020）解读 
孟庆国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原校

长、党委书记 

4 职业教育质量的本质 杨  进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

究所所长 

5 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现状与

挑战 
文  军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党委书记 

6 中国创新发展的理念和前景 郭  湛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荣休教

授、博士生导师 

7 中国大学再认识——源于本

科教学审核评估的思考 
林萍华 东南大学副校长 

8 “互联网 +”改造传统培

训：重新定义学习场景 
李东朔 UMU 互动学习平台创始人 

9 大数据时代的全球竞争与人

才培养 
袁  卫 

中国人民大学调查与数据中

心主任 

10 胜任力本位课程体系的新构

想 
欧阳河 

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

员 

1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的思

考和体会 
赵书红 

华中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动物医学院副院长 

12 如何提升我们的科研能力 张  健 
教育部职教中心研究所特聘

研究员 

13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适应、发

展与规划 
董志超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企业人

事管理研究室主任 

14 中美高校大学生实践教育和

创新创业教育比较 
应中正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工作处

处长 

15 专业教育：从经验走向科学 

从粗放走向精细 
蒋宗礼 

北京工业大学教师教学发展

中心工作委员会主任 

16 高校课堂教学评价的理论和

方法 
刘振天 

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

心院校教学评估处处长 

17 熟悉实务 全面做好本科教

学管理工作 
张树永 

山东大学教学促进与教师发

展中心主任 

18 让大学与中学真正不同 陆国栋 
浙江大学本科生院常务副院

长 

19 教学与青年教师发展 李俊峰 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教授 

20 高校德育工作的思考 陆士桢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原党委书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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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孔子的教育管理思想——中

国教育管理史（二） 
郭齐家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 

22 
中国近代大教育家蔡元培—

—中国著名教育家及思想

（四） 

王书田 北京教育学院教授 

23 伦理道德传统与社会主义道

德文化建设 
冯希哲 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24 《中庸》入门 唐纪宇 
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副

教授 

25 《诗经》导读 程苏东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讲

师 

26 儒道的哲学智慧 章伟文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

学院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

所长 

27 史学经典与人文修养 瞿林东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28 文化圈――东西文化融合与

碰撞 
张隆溪 

香港城市大学比较文学与翻

译系讲座教授 

29 文化冷战与网权力大揭秘 周小平 知名网络作家、评论人 

30 压力疏导与情绪管理 郑日昌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 

31 阳光心态，幸福人生 樊富珉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副主任 

32 糖尿病的饮食治疗 倪  青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 

说明：1.个别课程或稍有调整，请以平台最终发布课程为准； 

         2.课程主讲人职务为课程录制时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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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风采展示相关要求 

一、内容要求 

主题突出，特色鲜明，内容完整，结构合理，体现创新性

和时代气息，展示各地师德师风建设良好面貌和当代教师风采

风貌。所有作品须是原创，不涉及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

著作权、商标权等法律纠纷。 

二、形式要求 

（1）微视频：视频为常用视频格式，分辨率在 720P 及以

上，大小不超过 500M；视频与“课程资源授权说明”（附后）

压缩打包，以“师德师风建设风采展示（单位+姓名）”为名，

发送至邮箱 gaojiao@naea.edu.cn。 

（2）文章：题材、字数不限，注明题目、作者、单位职务、

通讯地址及联系电话。材料以“师德师风建设风采展示（单位+

姓名）”命名，以 word 格式发送至邮箱 tougao@enaea.edu.cn。 

中国教育干部网络学院将遴选风采展示作品，通过平台进

行宣传展示，并颁发入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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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资源授权说明 

单位名称  联 系 人  

部    门  职    务  

办公电话  传    真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邮 编  

授权意见： 

 

微视频                                                                        

                                    已征得版权所有者及其他录制参

与者意见，并同意授权用于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网络学习平台的风采展示环

节及培训。 

 

      

签字：                

盖章：                

日期：                

  

说明：请认真填写此表，发至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联系人：王梦舒，010-6924 8888

转 3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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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培训报名表 

培训需求 

单  位  

开班时间  参训人数  

参训对象  

联系方式 

负责人  部  门  

职  务  电  话  

手  机  E-mail  

联系人  部  门  

职  务  电  话  

手  机  E-mail  

通讯地址  邮  编  

单位（部门）盖章 

 

 

 

 

 

 

 

 

 

 

 

说明：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高校认真填写此表，与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联系，

以便尽快安排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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