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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文学院（名师工作室）与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联合举办

“实践教学”系列首场专题讲座 

 

4 月 7 日中午，人文学院文化传播系广告学教研室负责

人丁太岩老师在弘毅楼三楼教学观摩室作了题为“参加校外

竞赛的路径与收获”的专题讲座。人文学院副院长、文化传

播系主任崔际银教授，管理学院院长、管理系主任张英华教

授，以及各教学单位的部分教师共计 50 余人参加了此次讲

座。 

丁太岩老师分别从四个部分介绍了如何指导学生参加

国家级、省部级专业赛事。第一部分“融入课堂与教学”，

介绍如何将专业课程与赛事衔接。第二部分“获得成绩”，

总结了几年以来该系教师所指导学生获得的赛事奖项，其中

国家级等级奖三十四项，省部级等级奖五十项，优秀奖、入

围奖近千项。第三部分“赛事简介”，以全国大学生广告艺

术大赛，中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节学院奖，中国大学生营销创

意创业大赛为主的参加方式与路径。第四部分“指导路径与

技巧”，分别从学生层面、教师层面、学校层面进行分析与

总结，如何更好的指导学生参加各类大赛。 

培训结束后，张英华教授表示应以珠江学院为整体整合

资源、形成合力。各教学单位要相互学习、彼此借鉴、优势

互补、共同提高。崔际银教授指出开展此类讲座的意义，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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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张实践教学，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进而培养应用型人

才。 

本次讲座是人文学院（名师工作室）与教师教学发展中

心联合举办的“实践教学”系列专题讲座的第一场，后续还

将围绕“交流实践教学经验，厘清课程建设思路，探索应用

型人才培养路径”这一主题组织三场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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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院副院长、文化传播主任崔际银教授讲话 

 

管理学院院长、管理系主任张英华教授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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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院文化传播系广告学教研室负责人丁太岩老师主讲 

 

教师代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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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系（名师工作室）与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联合

举办专业课“课程思政”建设经验交流会 

 

2021 年 4 月 7 日和 4 月 14 日中午，管理系（名师工作

室）与教发中心联合举办了首场专业课“课程思政” 建设

经验交流会 ，交流会由管理系主任（名师工作室负责人）

张英华教授主持，全系一线教师与教务秘书、实验员全体参

加了会议。 

首先，张英华主任介绍了管理系自 2018 年全国教育工

作会议召开以来，围绕“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

与“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以 “引导、示范、推动、

分步落实”的方式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情况和已取得的系列

成果（完成校级课程思政建设专项课题两项和四门校级重点

课程建设 ）。 

交流会上，他以“对师德的新诠释”为主持词，诠释了

“师德”与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关系。阐述了为什么要把

“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指明了“一线专业教师”

的“师德”水平首先要看教师是否能把“立德”融入课程教

学之中，要认识到课程思政建设是专业课教师落实“立德树

人”的具体体现。说明了从本月开始分次进行的全员课程思

政建设经验交流活动，就是为了进一步推进管理系课程思政

建设从思政元素进课堂到进头脑、见行动的动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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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由系副主任安轶龙副教授、余耀东博士、张鹏老

师与刘佳鑫副教授围绕“所教课程如何与思政点相结合”进

行了经验介绍。 

安轶龙老师介绍了《项目管理》课程的思政内容融入设

计，通过挖掘思政元素，讲授中国故事，采取多元授课方式，

增强学生情感共鸣，引导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管的塑

造。余耀东老师展示了《公司治理》课程如何从知识传授、

能力培养和价值引领三个维度，通过渐进式，沉浸式教学将

思政元素引入课堂，启发学生自身思考，从而达到育人目的

做法。张鹏老师讲授了如何将思政教育与创业教育有机融合

的全章节思政点设计框架和突出实战、实用、实效的混合式

教学法 。刘佳鑫老师从课程的育人目标、课程的思政元素

设计和实践经验总结三个方面讲解了在《商务谈判》课程教

学中如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情怀、职业道德和职

业操守融入课堂教学的做法 。 

至此，管理系首场专业课“课程思政”建设经验交流会

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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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华教授课程思政经验交流会上发表主持词 

 

安轶龙老师课程思政建设成果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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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耀东老师课程思政建设成果汇报

 

张鹏老师课程思政建设成果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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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佳鑫老师课程思政建设成果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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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举办“实践教学”系列第二场

专题讲座 

4 月 21 日中午,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实践教学”系列讲

座（第二场）在弘毅楼教学观摩室召开。人文学院副院长、

教发中心名师工作室负责人崔际银教授，作了题为“举办‘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竞赛’的过程与意义”的专题讲座。学

院各相关单位的干部及专业教师近 30 人参加讲座。人文学

院文化传播系副主任张强副教授主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竞赛，是由人文学院主办、文化

传播系承办的校级竞赛活动；自 2018 年开始，每年举办两

季（上半年、下半年）四个场次的赛事。崔教授从“举办系

列竞赛的前提条件”、“举办系列竞赛的具体过程”、“举

办竞赛的初步成效”三个方面，详细介绍了“传统文化系列

竞赛”的有关情况。同时，还分别以“具备牢固基础、明确

目标定位、严密组织实施、坚持守正出新、获取支持扶助”

为题，与大家分享了主持举办此项系列竞赛活动的体会。 

人文学院党总支书记汪晓薇老师，从政工干部与专业教

师密切配合、精心进行赛事组织工作、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等

方面，对举办竞赛的作用与意义进行了解读。参会部分老师，

与崔教授等参与竞赛组织工作的老师进行了交流互动。 

张强副主任作了总结发言，他代表人文学院感谢前来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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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各位老师；他表示一定会继续努力，认真办好“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系列竞赛”，使之成为推动校园文化建设、检验

教师教学成效、提高学生实际能力的重要平台。 

 

人文学院副院长、文化传播系主任崔际银教授主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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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 

 

 

 

 

 

 

 

 

 

 

 



 

 

13 

四、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组织教师参加高等学校“课程

思政融入金课建设”高级研修班 

为有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课堂育人主渠

道在我院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

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使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

程，切实提高课堂教学的育人水平。教发中心组织部分教师

参加了由高师培训中心举办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融入金课

建设”高级研修班。       

该研修培训班为期 4 天，以直播方式进行，共有四场专

题讲座，分别是“关于课程思政的认识与思考”、“理工类

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与融入”、“课程思政与混合式教学”、

“艺术专业课程思政元素的内涵挖掘与创新设计”。 

本次培训主题针对性强，培训内容新颖，培训效果良好。

教师们带着责任和使命学习，通过培训，教师的观念得到转

变，视野得到开阔，既解决了教师课程思政的认识问题，也

解决了课程思政中的技术问题。大家普遍反映，讲座从理念、

制度和技术等维度讲授如何将专业课程建设与思政课程教

学相结合，在专业课程中深入挖掘课程思政点，让学生无形

中感知到思政教育的温度，达到思政教育的隐性效果。 

教师们表示在未来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将始终围绕立德

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坚持“四有”标准、遵循“四个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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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实践操作、沟通表达、

团队协作和挫折承受等全面发展的综合能力，塑造学生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职业素养，

努力做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学习现场一 



 

 

15 

学习现场二 

学习现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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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服务为本、积极赋能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不断创新教师培训新思路 

为服务教学、方便教师，教发中心突破传统、立足创新，

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教师培训培养活动。据统计，自 3 月 22

日开始线下教学工作至今，教发中心充分利用互联网络及中

心场地与设备，已组织教师线下培训 4场、线上培训 2场，

参训教师达百余人次。目前培训工作按计划有序展开。 

面对疫情影响，教发中心转变思路、积极求变，紧紧围

绕学院中心工作，深入探索“线上+线下”、“理论+实践”

相结合的教师培养模式，为建设高素质创新型教师队伍、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现高水平人才培养提供坚实保障。 

线下培训方面，教发中心继续挖掘院内培训资源，名师

工作室、经验丰富的骨干教师相继为教师带来系列专题培

训。与此同时，教发中心不断寻求优质的外部资深培训机构

作为校本培训的有益补充。目前已经与五家培训机构建立了

常规联系。 

在线培训方面，打破了教师培训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

制，能够更好整合培训资源，使得教师能够更高效和有针对

性地参加培训活动。教发中心精选在线培训课程资源，努力

充实平台课程资源库，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已向教职工提

供免费在线培训平台共计 37 个，教师可在教发中心教学资

源网页进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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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培训方面，学院与合生活商学院、优选好生活科技

有限公司等企业合作，商谈师资双向聘任、教师至企业挂职

等合作项目，深度推进产教融合，为双师型教师培养搭建平

台。 

创新的培训模式、灵活的学习方式给教师带来新鲜及便

捷体验之余，随着高科技的快速发展和移动设备的大面积普

及，学习方式也须与时俱进，向着移动化、混合化、社交化、

碎片化和实践性趋近。面对新形势，教发中心在不断适应、

探索和开发培训新模式的思路下，立足为广大教师提供更多

内容广泛、形式多样、能助力教师和学院同向同行发展的培

训课程体系。 

学院高质量发展，人才建设是保障。教发中心将秉承教

发中心的建设宗旨“以教师为中心，以教师发展为抓手，以

教师需求为导向，以服务教师为己任”，通过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的培训交流活动，为教师全面发展积极赋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