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团队基本情况

1-1 负责人情况

姓名 刘雯 出生年月 1981.08 性别 女

学历/学位 副教授
所学专业/所
从事学科领域 语言文学 政治

面貌

职称/职务 副教授 手机 13698314462

已获得的省

级及以上的

荣誉奖励、

已完成的课

程建设与教

学改革成果

2014 年参加全国“创新杯”学前教育专业教师信息化设计与说课

比赛获得全国一等奖；

2017 年主研省级课题《关于构建学前教育专业故事表演技能体系

的研究》获得省教科所阶段性成果一等奖，教学科研成果二等奖；

2017年参加四川省高等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信息化教学设计

比赛荣获二等奖；

2019 年指导青年教师参加四川省 2019 年经典诵读比赛教师组现

场展演获得一等奖；

2019 年参加四川省高职院校教师教学能力大赛获得二等奖。

1-2 成员情况

团队人数（含负责人） 8人 ，副高及以上职称占比 37.50% 。

序号 姓名 年龄 职称/职务 政治面貌
团队建设中承担

的任务及分工

1 刘雯 39 副教授 共产党员 总体统筹

2 刘远学 39 副教授 共产党员 思政顾问

3 谢代芬 54 副教授 共产党员 课程讲授

4 郭晓英 46 讲师 群众 课程讲授

5 袁艳秋 27 助教 共青团员 课程讲授

6 袁湘 28 助教 共产党员 课程讲授

7 张霞 33 助教 共产党员 课程讲授

8 胡家桢 28 助教 共产党员 课程讲授

二、团队建设基础



2-1 团队基本情况

（一）课程建设

本团队主要课程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学语文和幼儿文学，教学对象为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课程立足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围绕专业培养目标，将

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充分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提升学生道德修养与文

化素养，增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二）教学改革

教材：综合参考多种教材以及相关理论著述，结合育人要求、专业特点组

织教学内容。

教师：引入专业思政教师，指导“课程思政”教学。

教法：积极应用新技术，依托线上教学平台，将本课程由线下课程向线上-

线下混合式课程转化。

（三）教学科研成果

完成省级课题 1项：《关于构建学前教育专业故事表演技能体系的研究》。

在研校级课题 1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幼专教学过程的研究》。

举办讲座 1场：学前教育教师资格证国考作文复习讲座。

组织学前教育一系儿歌表演大赛、故事讲述比赛、童话剧大赛，指导学生

参加学校童话剧大赛获一等奖。

团队负责人 2019 年参加四川省高职院校教师教学能力大赛获得二等奖，

2020 年参与学校教学技能大赛获得一等奖；团队成员 2020 年参与学校教学技能

大赛获得二、三等奖。

2-2 团队课程思政建设所做的工作及取得成效

学前文化素质课程群师资团队共 8人，其中副教授 3人，硕士研究生学历 6

人，校教学名师 1人。

课程群集工具性、人文性于一体，拥有丰富的古今中外优秀文学作品以及

文化内容，同时针对学前教育教师培养，关注幼儿文学相关内容。

现团队针对课程思政建设开展了如下工作：学习教育部、四川省以及学校

关于“课程思政”的相关理论文件；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及课程特点挖掘课

程思政元素，优化课程内容结构，修订课程标准、大纲；完成一批课程思政教

学设计。



三、课程思政教学资源统计表

课程名

称

授课教

师
课程育德目标

思想政治教育的

融合点

教育方法

和载体途径

中华优

秀传统

文化

袁艳

秋、袁

湘、张

霞

1.通过本课程的

学习，更为全面、

深入、理性地认识

中国传统文化，体

味中国传统文化

的深厚底蕴，感受

中国传统文化的

魅力，增强文化自

觉和文化自信。

2.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过程中，

汲取精神营养，引

领人生航向，逐渐

形成正确的情感

态度和价值观。

中华民族的基本

精神：包括天人合

一、以人为本、贵

和尚中、刚健有

为、舍生取义等方

面。

中国传统文化要

素包括思想教育

方面对德行的要

求，对品德的的培

养；文学艺术方面

对真善美合一的

追求；具体缤纷的

生活元素中的礼

仪文化、家国情

结。

教育方法：案例分析

法，启发教学法，自

主合作探究法。

注意选择中国传统文

化经典作品、名家案

例、近现代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等融入学生熟悉的网

络视音频载体、时事

新闻，引导思考，启

发教学，促进自主探

究。

大学语

文

谢代

芬、郭

晓英、

袁艳秋

1. 学习经典作品，

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培养学生

家国情怀；

2. 通过作品品析，

提升学生人文素

养与鉴赏能力；

3. 涵养师德素养。

中国的从古至今

丰富的经典文学

作品，蕴含了丰富

的哲理，既可以给

学生以启示，建立

正确的人生观；又

有利于学生感受

中国文化的底蕴，

提升民族自信心

与自豪感。

经典品读，启发教学。

注意选择蕴含中华优

秀文化精神的作品，

引导学生分析与品

悟。

幼儿文

学

胡家

桢、张

霞、袁

湘

提升学生幼儿文

学理论素养，培养

学生健康的审美

观念和审美情趣，

引导学生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和世界观。

中国古代传统文

化与精神；当代中

国的时代精神内

涵。

案例分析，自主探究。

挑选蕴含传统文化与

时代精神的幼儿文学

作品，体现时代精神

与情感的热点素材融

入幼儿文学鉴赏、创

编等环节，实现熏陶

育人的目标。



四、团队建设方案

第一阶段：2019 年 10 月

建设目标：学习理论，确定方向

措施：通过学习教育部、四川省的相关理论政策，参考知网相关研究成果，

根据学校文件要求，确定“课程思政”研究方向：立足于立德树人根本目标，将

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充分挖掘课程的思政元素，润物无声地实现育人目

标。

第二阶段：2019年 11月-2020年 1月
建设目标：根据研究方向，挖掘思政元素。

措施；根据已确定的研究方向，具体挖掘课程内部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点，

调整教学内容，注意在教学设计中突出思政目标。

第三阶段：2020年 2月-2020年 8月
目标：调整课程内容结构，修改课程标准

措施：从全局观照课程内容及其思政要点，优化课程内容结构，课程思政教

学主题主题模块化，实现由细节到整体的优化。

第四阶段：2020年 9月-2021年 8月
建设目标：探究方法，具体实施，形成一批优秀课程案例

措施：再次优化教学设计，探究教学方法，积极采用线上平台参与教学管理，

提升教学效果，通过具体教学，形成一批优秀案例。

第五阶段：2021年 9月-2023年 9月
建设目标：立足前期基础，形成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措施：本阶段主要依托超星教学平台，在优化前期教学成果的基础上，形成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打造出至少一门线上开放课程。

预期成果：

1.形成课程思政优秀教学案例集。

2总结出课程思政教学实施要点，并形成论文。

3.打造一门课程思政在线开放示范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