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构建“机动车式”工

作法，推动师德师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坚持以“立德树人正师风,争做‘四

有’好老师”为目标，积极探索构建了“机动车式”工作法，

推动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取得了良

好成效。

一、亮点特色

（一）着力加强党建引领，充分发挥院党委的政治核心

作用。牢牢把握正确的办学方向，把好一流专业建设的发展

方向，把好师德师风的正确导向既是学院最大的政治，也是

院党委最核心的工作。院党委着力加强党的建设，强化理论

武装，发挥党建引领,筑牢师德师风思想根基，作用明显。

（二）着力加强文化引领，让师德师风根植丰厚的传统

文化土壤。多年来，学院形成了“知中国 探世界 务实学 致

世用”的院风院训，凝练了“求真务实 勤奋实干”的工作

作风，塑造了“孜孜以求 追求卓越”的文化传统，继承了

抗日捐躯教授第一人姚名达“忠诚正直 勇赴国难”的革命

基因。着力建设“先贤墙”“名师墙”“优秀校友墙”“光荣

榜”等文化载体，浓厚文化氛围，把师德师风建设与传承弘

扬优秀文化有机结合，让师德师风根植优秀传统文化沃土，



让深厚文化底蕴浸润涵养高尚师德师风。

（三）着力加强以德育德，在教育教学中提升教师的师

德素养。育人先育己，以德育德以心养心，教育教学和人才

培养实践是提升师德水平的最佳途径。学院多措并举鼓励广

大教师积极参与“三全育人”、“课程思政”的实践，将理论

学习成果落实到教育教学全过程。充分发挥良好师德的感召

力量，让“最美校园”和“最文明学院”交相辉映。

二、创新做法

（一）配置“发动机”，形成工作机制

长期以来，学院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成

立了以书记、院长为组长，各分管领导、系室主任为成员的

教师思政和师德师风建设专班。建立健全专题分析研究会、

党委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教职工政治理论专题学习会、院领

导“六联三进”联系、院领导和系室主任听课、系室主任联

席会、新进青年教师指导培养等制度，明确职责、责任到人，

层层抓落实。把思想政治工作和师德师风建设严在日常，抓

在经常。主要领导经常性深入一线访民情解民忧；每学期分

层分类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激发广大教职员工提升师

德水平、干事创业内生动力，形成上下齐心，合力驱动的良

好工作机制。



党建引领，筑牢师德师风根基

（二）握紧“方向盘”，强化思想引领

积极开展“双融双育”活动，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

切实发挥党建在培育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中的引领作用。

认真落实“双联系”制度，实现全覆盖；贯彻“三个一”要

求，落实“四有”标准。着力彰显基层党支部和党员教师在

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设中的战斗堡垒和“作示范、勇

争先”作用。大力开展文件法规学习；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推动入脑入心；开展警示教育、践行新时代师德

规范等，坚持正面引导与反面典型案例警示相结合，牢固树

立“师德师风是作为评价教师队伍的第一标准”意识。



师德师风专题学习会 学习《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三）加装“净化器”，营造崇德环境

注重学院文化建设，以深厚底蕴和浓郁文化夯实思政教

育根基，滋养良好师德师风。在院内建设了先贤墙、优秀校

友墙、名师墙和教师业绩展等，以先贤名师和优秀事迹感染

人鼓舞人。每年教师节，组织青年教师看望老前辈老教师，

在尊师重教中涵养师德。深入开展学习黄大年、李保国、支

月英等教书育人楷模和最美教师的感人事迹，激励广大教师

见贤思齐，引导广大教师从“被感动”到“见行动”。2022

年，学院 18 名教师主动报名校核酸检测志愿者，其中博士

生导师刘劲松教授在全校抗击疫情工作中爱岗敬业、甘于奉

献的先进事迹受到江西省教育厅大力宣传，阅读量近 3 万。

积极营造学先进赶先进崇德向上的良好氛围。



防疫志愿者刘劲松

（四）构筑“防火墙”，严格审核把关

严格实行师德师风“一票否决”制度，健全师德师风档

案。每年全覆盖签订《教职工师德师风建设专题教育自查自

纠问题整改清单》，组织党员教工签订“党员教师承诺书”。

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和人才引培工作，注重从入口抓起，党委

书记、纪检委员全程参与人才引进工作，把好政审关。规范

教学科研活动，严格“一会一报、现场跟听”学术活动制度；

加大图书资料、教材常规性排查审查力度。近年来，学院没

有发生一起学术违规或师德突出问题，学院风清气正、治学

严谨。

（五）系紧“安全带”，加强民生建设

坚持“师生利益至上”，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充分

保障教师权益。健全教学科研、招生考试、职称评审、评优

评奖、收入分配、经费使用等涉及教职工切身利益事项管理

制度，规范运行程序，落实党务院务信息公开。知教师之所



想，解教师之所难。遴选优秀教师为新进青年教师教学科研

提供指导培养。克服困难竭尽所能办民生实事，建设教工之

家、工作室、休息室、活动室，更换信报箱，提供直饮水，

为教职工提供暖心服务。全院上下民主和谐、心齐气顺、团

结向上，呈现积极的发展态势。

三、工作成效

一是师生精神面貌积极向上。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坚持

校院两级联动，遵循教师发展规律，逐步完善院内师德师风



建设长效机制，成效良好，未出现违反师德师风有关规定的

任何问题，在学院重大或专项工作和大学生课外学术竞赛中，

广大师生积极参与，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

二是教学科研成果喜人。近 3 年，学院获批国家级科研

项目 21 项，获省部级科研项目 34 项；2022 年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招标选题获批校级培育项目 3 项，获省社科优秀成果奖

5 项，历史学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取得良好成绩；中国近代

史教学团队获批 2021 年省高水平教学团队。南方汉代历史文

化研究中心、江西省汉代文化研究中心挂牌我院，与中国社

会转型研究中心，省非遗研究中心、海昏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以及南方古村镇研究中心等通过院企合作，进一步促进科研

成果转化。

三是师资水平显著提升。李平亮教授入选 2021 年江西省

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方志远教授第十二次荣

登央视“百家讲坛”，连续 32 天主讲《国史通鉴·宋元时代》，

学校声誉得到再次提升，社会影响良好；此外还受聘担任党

中央启动的重大学术文化工程《（新编）中国通史·明史卷》

的主编。6 人入选学校“1125 人才”工程、1 人入选省“双

千人才”计划、1 人入选省高层次人才。目前 2 人入围 2022

年省“双千人才”计划政审环节。



四、经验启示

一是思想建设是根本。坚持理论武装，推动党的二十大

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

二是制度建设是保障。着力完善制度链，积极营造公平

正义的干事创业环境。

三是文化建设是基础。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厚植文

化情怀，以浓郁文化涵养师德师风。

四是民生建设是关键。坚持师生为本，着力解决师生急

难愁盼问题，实现生活无忧愁、工作有动力、发展有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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