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别策划

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 引领思政课教师素质提升

文 ‖ 郑小九

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于 2019 年入

选首批河南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

理论学科获批为河南省第八、第九批一级重点学

科，拥有省级研究平台——河南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在破“五唯”的背景下，

如何以深化教育评价改革为契机，引领思政课教

师提升综合素质，是必须思考清楚的问题。

 明大德——思政课教师的为人之本

推进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克服唯分数、唯

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实

质是要克服教育的功利化倾向。马克思主义学院

的使命是“明道”“传道”，就是传播马克思主

义之“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之“道”，思政课教师必须站在理想信念的高

度，明共产主义者的大德，厚植奉献情怀，做到

“谋道不谋食”“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

其功”。

在师德培育方面，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遵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导，注重思政课教师

的师德师风建设，主要做了如下工作：一是明大

德，引导思政课教师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积极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严格遵守高等

学校教师师德规范。二是做表率，思政课教师在

课堂讲台上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要模范践

行。三是“治未病”，师德教育常抓不懈，把功

夫用在平时，发现问题苗头就及时提醒，做到防

微杜渐。四是严标准，坚持把师德师风作为第一

标准，把师德表现作为思政课教师业绩考核、职

称评聘、评优奖励的首要要求，实行师德师风“一

票否决”制。

“十三五”期间，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教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有道德情操”的教

诲，秉持“明德任责”的校训，不断提高师德修养，

取得了一系列可喜成果：获得“志愿服务工作优

秀集体”荣誉称号，三次获得“精神文明建设先

进单位”荣誉称号，三次获得“五好关工委”荣

誉称号，三次获得“综合治理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学院教师参观古田会议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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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三年获得学校“目标考核优秀单位”荣誉称号。

 重内涵——思政课教师的立业之基

质量是马克思主义学院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

科的生命。学院、学科的内涵、贡献、影响力如

何，取决于思政课教师的教学能力、研究能力、

服务能力。只有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思政课教师队

伍，才能够承担解决重要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

项目，才能够产出有学术影响力的学术论文和学

术著作，才能够培养出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人才。

一段时间以来，在不适当的激励制度的指

挥下，发文章、搞项目、拿奖励成为“时尚”，

一些教师趋之若鹜，其结果就是“看上去很美”，

但却是有成果没质量，有形式缺内容，这实际

上是舍本求末，不仅无法促进学术进步、做出

社会贡献，甚至还会败坏学术风气、浪费社会

资源。就“五唯”中的“唯论文”来说，不是

说发表论文不重要，而是必须突出质量导向，

看发表出来的文章质量到底好不好，是不是对

学术进步有促进作用，或者对现实问题的解决

是否有实质性的贡献。

近年，在提升思政课教师的学术素养方面，

学院主要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下定决心“打持

久战”。引导思政课教师“咬定青山不放松”，

朝着自己认准的研究目标执着前行，不断进行知

识积累、学术积累，坚韧不拔、久久为功，形成

独特的学术优势，产出高水平的学术成果，不要“朝

三暮四”“朝秦暮楚”，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二是组织起来“打攻坚战”。有机组合科研力量，

注重发挥教研团队的优势，相互切磋、相互启发，

形成合力，以期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高层次

成果。三是实事求是做“价值评估”。打破既有的、

狭隘的、刻板的、形式主义化的评价机制，如思

政课教师职称评定的论文评价机制，要引入代表

作制度，而不是简单地看论文发表的报刊的所谓

级别，不能机械地统计论文发表的数量。在知名

网络媒体或平台账号上发表的有重要影响力的文

章，也可纳入成果认定范围。学院教师曹根记撰

写的《脱贫攻坚全过程都要精准》一文于 2020 年

10 月 13 日在《中国纪检监察报》发表，该文被

多家中央级新闻网站转载，并被中宣部“学习强

国”平台推出，全网点击量超过 100 万次，被认

定为学院的一项标志性成果。

“十三五”期间，学院教师辛勤耕耘，产出

了一批有学术影响力的成果：完成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 7 项，其中 2 项为重大项目；完成省部级科

研项目 80 项，获得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

秀成果一等奖 1 项，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15 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被评

为河南省优秀研究基地。

学生在思政课堂上“用青春告白祖国”

13河南教育



特别策划

育新人——思政课教师的崇高使命

一段时间以来，在“五唯”指挥棒的引导下，

个别教师“误入歧途”，热衷于发论文、做项目、

争奖项，一门心思为个人获取帽子、位子、票

子等现实利益，甚至把教书育人当成工作负担，

没有把主要精力花在提高教学质量上，培养学

生的使命被淡化，教书育人的初心被遗忘，久

而久之，教学在高校的中心地位受到严重影响，

教育也就变了味。这种重科研、轻教学的问题

在思政课教师中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亟待扭转。

基于这一状况，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从

三个方面对思政课教师加以引导：

第一，树立“传道是教师天职”的理念，引

导每位思政课教师把教育教学视为教师的本分。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

称《方案》）指出：“把认真履行教育教学职责

作为评价教师的基本要求，引导教师上好每一节

课、关爱每一个学生。”严格落实《方案》中的

激励性规定，“把参与教研活动，编写教材、案例，

指导学生毕业设计、就业、创新创业、社会实践、

社团活动、竞赛展演等计入工作量”。同时落实

《方案》中的约束性要求，“落实教授上课制度，

高校应明确教授承担本（专）科生教学最低课时

要求，确保教学质量，对未达到要求的给予年度

或聘期考核不合格处理”。

第二，树立“科研和教学并重、科研为教学

服务”的理念，扭转“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

倡导围绕教学搞科研，坚持以思政课教学为核心

的科研导向，形成科研和教学之间的良性循环，

不能搞成“两张皮”，不能搞成“井水不犯河水”。

自 2021 年开始，学校思政课教师的职称评聘，

更加注重教学业绩的权重，只设置教学为主型、

教学科研型，不再设置科研开发型。

第三，树立“教书和育人并重、教书为育人

服务”的理念，扭转“重教书、轻育人”的倾向。

思政课的特殊性之一，就是理论教育、政治教育、

规则教育、信仰教育、道德教育、情感教育的

高度综合、有机融合，这对思政课教师的政治

素养、学识水平、奉献情怀、授课技能等都提

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果思政课教师只满足于在

课堂上讲授某门课程的知识点，而不能将课程

内容有效地转化为育人资源，忽视用课内课外、

线上线下等方式与学生沟通交流，其育人效果

就会大打折扣。为此，我们鼓励学院的教师克

服教学任务重、学生数量大等实际困难，以师

者的良知、共产党员的责任，义不容辞地挑起

育人的担子。

目 前， 学 院 开 设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与法治、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四门课程均被评为河南省高校优秀思政课程。

“十三五”期间，学院教师中获评省级教学能

手称号 1 人、省创新人才称号 1 人、省青年骨

干教师称号 1 人、教学标兵称号 1 人，并获批河

南省优秀基层教学组织 2 个。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必须“穿新鞋、

走新路”，要下力气矫正教育领域出现的追求功

利化、形式主义化、偏离教学化等倾向，引导思

政课教师回归“传道”本心、回归教学本位，把

内涵提升作为核心任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目

标，把铸魂育人作为神圣使命。

（作者单位：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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