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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高等教育处 2019 年工作要点 
 

工作思路：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围绕新时代全

国全省高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坚持以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建设为核心，以高校分类管理改革为突

破，以“两双”（“双一流”“双特色”）建设为引领，以深化教育

教学改革为动力，以提高教师职业发展能力为重点，启动实施吉

林特色高水平本科教育建设行动计划，加快推进高教强省建设，

不断提升高校人才培养能力和水平，加快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

增强高等教育支撑服务引领发展能力，为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提供有力人才支撑。重点做好八方面工作： 

一、加快推进“两双”建设。贯彻落实《关于高等学校加快

“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召开“双一流”建设研讨会，编

制“双一流”建设年度进展报告。落实《吉林省特色高水平大学、

特色高水平学科专业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组织填报特色高水平

学科专业建设年度任务书、建立年度绩效考核信息管理平台。研

究制定《特色高水平学科专业建设管理考核办法》，建立特色高

水平学科专业带头人（负责人）联席会议机制，定期开展学术交

流和建设研讨活动，不断提升特色高水平学科专业建设质量。适

时启动特色高水平大学建设。 

二、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开展教学秩序大联查，全面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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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本科教育教学秩序。围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潜能深化教学改

革。鼓励高校教师开展课堂教学方法改革，遴选一批小班化教学、

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等教学方法改革试点。注重提升课程的高

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坚决淘汰一批“水课”，着力打造一批

省级“金课”。对接国家课程建设“双万计划”，遴选建设 100门

线下省级“金课”，立项建设 100门线上省级“金课”。重点围绕

探索实施书院制、本科生导师制、大类招生改革、学分制改革、

学分互认、推进公共外语教学改革、开展校企共建产业学院等方

面，选树一批“本科人才培养改革示范校（项目）”。举办高等教

育教学成果奖优秀获奖项目推介展示和加强对学生学习状态的

管理，开展全省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查重、抽查和盲审专项

行动。推动高校全面取消清考制度。 

三、大力提升教师教书育人能力。开展省级“黄大年式教师

团队”评选活动，引导广大教师教书育人和自我修养相结合，做

到学高身正。组织新一轮省教学名师、教坛新秀遴选，激励优秀

骨干教师和青年教师积极投身教育教学改革。成立吉林省高校教

师教学发展联盟，建立健全共享共建、协同发展的省内教师发展

合作机制。组织高校教师发展培训师研修班，举办高校智慧课堂

教学创新大赛，为教师创新课堂教学搭建展示和交流的平台。抓

好“课程思政”建设，依托教师发展中心举办系列“课程思政”

建设专题培训，推动教师深入发掘各类课程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资源，发挥课程育人功能，落实教师育人职责。 

四、持续加强专业建设与管理。发挥好新一届国家教指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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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教指委对专业建设的指导作用，深化专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主动对接我省“一主六双”产业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民

生急需专业人才需求，宏观控制新增专业数量，组织专家对新增

备案专业进行指导，做好专业增量优化。对照专业教学质量国家

标准，指导高校修订人才培养方案，优化课程体系，更新教学内

容，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专业建设质量，做好专业存量升级。

完善招生就业与人才培养联动机制，实行专业预警，引导高校主

动调减重复率高、就业率低和学校办学定位不相符的长线专业，

做好本科专业余量消减。对接国家一流专业建设“双万计划”，

遴选推荐一批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立项建设一批省级一流专

业建设点。 

五、深化产学合作协同育人改革。对接国家“六卓越一拔尖

计划（2.0）”，研究制定我省“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实施方

案，召开工作研讨会，成立卓越工程师、卓越医生、卓越农林、

卓越新闻、卓越教师、卓越法治人才培养工作组，大力推进新工

科、新医学、新农林、新文科、新师范专业建设。实施一批产学

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以项目为载体鼓励企业以多种方式参与教育

教学、实习实训、教育资源建设等带动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深

入推动地方应用型高校改革发展，启动新一轮应用型本科高校建

设试点。支持校企合建产业学院，不断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

深化足球学院、冰雪学院、人工智能学院等校企人才培养机制改

革，着力构建产学合作协同育人培养机制，加快培养我省经济转

型升级急需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加强校内实验教学资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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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功能集约、资源共享、开放充分、运作高效的实验教学平台，

立项建设一批省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对立项建设的吉林省

高校工程创新中心开展督查指导，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

创新链有机衔接，不断提高建设水平。 

六、持续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举办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示范校建设工作交流研讨会，更新建设理念，分享建设经验，

提高建设水平。推进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深度融合，着力解

决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两层皮”问题，培育一批以教师为

主导的“师生共创”项目，支持学生早进课题、早进团队、早进

项目、早进平台，培育一批以学生为主导的“生师共创”项目。

依托省级“双创”平台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师资系列培训。举

办第五届吉林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鼓励师生共

创项目参赛，支持教师将授权专利和科技成果转化参赛，扩大博

士研究生参赛比例，大力提升参赛项目质量和水平。继续实施“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成立“大创计划”专家工作组。举办

好各类大学生学科竞赛，逐步拓展竞赛范围和领域，强化竞赛监

管，提升竞赛项目质量和水平。 

七、强化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建设好高校本科专业

综合评价信息管理平台，形成覆盖全省高校本科专业建设全流程、

全领域的专业建设质量监控体系。开展审核评估整改专项回访，

督查高校评估整改工作落实。组织高校填报教学基本状态数据，

发布本科教学质量年度报告。继续做好本科专业综合评价工作，

组织对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会计学、旅游管理、软件工程、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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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学五个专业进行综合评价。 

八、大力加强教学管理队伍建设。组织开展高校教学管理干

部业务调研与专题培训，不定期举办“长白山卓越本科教育大讲

堂”，持续提升教学管理队伍的能力素质，培养造就一批专业化

的稳定教学管理干部队伍。组织开展“振兴本科教育标杆教务处”

评选创建活动，选树一批“振兴本科教育优秀教务处长”。支持

高校创造性地开展高水平本科教育建设工作，对建设中涌现的好

做法和有效经验，及时总结提炼，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