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 西 省 教 育 厅
晋教政函〔2024〕47 号

山西省教育厅关于开展“何以山西”
大中小学思政精品课资源库建设的通知

各市教育局、各高等学校，省属中职学校：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校思政课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

发挥我省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资源优势，讲好山西故事，决定开展“何以山西”大中小

学思政精品课资源库（下称“资源库”）建设工作。现就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课程主题

包括指定主题和自选主题，详见附件 1。指定主题分为大

中小学思政课同讲课题和重大课题。自选主题由申报人围绕山

西特色以及党的创新理论、重大时政热点等自定题目。

二、内容要求

（一）坚持正确方向

精品课应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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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要求，体现循序渐进、螺旋上升

的特征，确保导向正确，授课教师无师德师风、学术诚信问题。

（二）确保科学规范

精品课应教学目标明确、教学过程完整、教学内容准确、

摄制技术规范（见附件 2），语言、文字、图片、符号、单位

等使用符合规范要求，不得有任何广告。课程可在课堂、多媒

体教室录制，也可在“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录制，注重互动

性。

（三）保证内容原创

精品课应为教师原创，严禁抄袭。引用资料须注明出处和

原作者，使用网络影像素材不得故意遮挡水印及作者标识等。

（四）把握方式方法

要与“课程思政”区分开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

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融入到思政课教学中，引领学生

系统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以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突出思政课铸魂育人的功

能。

三、申报要求

（一）参加范围

每一类课题，大学、高职、高中、中职、初中、小学等六

个学段思政课专、兼职教师均可参加。鼓励曾获市级及以上教

学成果、教学展示、教学竞赛等奖项，承担教学改革、哲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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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规划等项目，以及发表相关著作的教师

踊跃参加。已获批 2024 年度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创新大

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集体备课项目的教师，应当带头参加。

前期省教育厅（省委教育工委）组织征集的优质思政课资

源（包括但不限于正在开展的“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手绘

素材及配套教学资源、会同省文物局联合征集的以革命文物为

主题的“大思政课”优质资源等）均可申报，已获省级及以上

立项的课程资源可直接入库。

（二）入库流程

1. 计划申报。对于大中小学思政课同讲课题和自选课题，

由申报人仅填报《教学设计方案》（附件 3）；对于重大课题，

由申报人仅填报《立项申报书》（附件 4）。《教学设计方案》

或《立项申报书》由学校汇总后，直接发送至指定电子邮箱（邮

件名称为“某某学校思政精品课+学段”）。

备注：同讲课题一般为单节课，中小学按 40 分钟准备，

大学按 90 分钟准备；重大课题一般为系列课，由若干单节课

组成（不同学段单节课时长如上所述，下同）；自选课题既可

以是单节课，也可以是系列课。

2. 课程评审。省教育厅委托山西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

化教研中心组织专家对《教学设计方案》或《立项申报书》进

行评审。根据申报和评审情况，统筹确定相关课题为独立承担

或联合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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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磨课研课。有关市教育局和高校要分别组织专家和教

学教研骨干，对本市中小学校和高校立项课程进行反复打磨，

确保课程质量和水平。

4. 视频录制和课件制作。授课视频，项目申请人可自主

录制，也可由所在学校组织录制；不具备录制条件的，由市教

育局协调电教中心录制；如市里也不具备条件的，报省教育厅。

课件由项目申请人制作（视频录制要求见附件 2）。

备注：授课视频分段录制，一般每段 5 至 15 分钟左右。

5. 材料审核和入库。所在学校党组织和隶属的市、县（市、

区）教育部门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网络音

视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出版管理条例》《网络视听节目内容

审核通则》《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图书、期刊、音

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地图审核管理规定》

《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层层审核，

加强对立项课程的《教学设计方案》、课件和视频等资料的政

治性、科学性、适用性、规范性审核，确保资源政治导向、价

值取向、审美导向正确，内容真实、客观科学。省教育厅将委

托山西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研中心组织专家进行审核，

符合要求的，上传至资源库；不符合要求的，退回修改；三次

修改后仍然不合格的，取消立项资格。

备注：各市中小学以市为单位统一报山西省大中小学思政

课一体化教研中心；高校及其附属学校和省属中职学校，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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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委和中职学校党组织审核后，直接报送。

（三）支持保障

入选资源库的课程，符合条件的，可获省级教学改革创新

项目（思想政治理论课）支持，省教育厅或教育部大中小学思

政课一体化共同体（山西）牵头单位给予一定经费资助。同时，

在全省实地巡讲，并向教育部推荐参加全国展示活动。

四、组织领导

1. 各市教育局、各片区牵头高校要积极认领建设任务，

加强沟通协调，全面统筹推进，挑选精兵强将，优化课程设计，

反复打磨提升，突出精品意识，做到组织到位、保障到位、指

导到位，确保每年全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精品课建设工作

不断取得新成效。

2. 本文件要及时转发至各级各类学校，积极组织广大思

政课教师参加。

3. 资源库建设为长期任务，今年度《教学设计方案》或

《立项申报书》请于 2025 年 1 月 8 日前报回。2025 年 2 月底

前报送大中小学思政课同讲课题和自选课题课程视频和课件，

3月底前报送重大课题课程视频、课件和《教学设计方案》。（注：

结项时间以文件要求的课程视频录制截止时间为准）

联系方式:

山西省教育厅 李老师 0351-3183924

山西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研中心 高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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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35773256

电子邮箱：1049651622@qq.com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太榆路 339 号山西师范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

附件：1. 课程主题

2. 评审参考标准及视频（技术）要求

3. 教学设计方案模板

4. 立项申报书模板

山西省教育厅

2024 年 12 月 12 日



— 7 —

附件 1

课程主题

一、指定主题

（一）大中小学思政课同讲课题

1.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2.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5. 坚持人民至上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7. 中华民族精神

8.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9. 厚植文化自信

10.新发展理念

11.全面深化改革

12.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3.全面依法治国

14.爱国主义教育

15.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16.中国梦

17.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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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坚持“一国两制”

19. 中国式现代化

2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21. 推动高质量发展

22.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23.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24. 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

25. 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以及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

（二）重大课题

1.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之山西篇

2. 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3.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

4. 太行（吕梁）精神

5. 右玉精神

6.新时代山西转型发展成就

7. 黄河文化

8. 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9. 尧舜德孝文化

10. 关公忠义文化

11. 能吏廉政文化

12. 晋商诚信文化（晋商精神）

13. 军工文化

14. 中医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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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戏剧文化

16. 生态文明

17. 农业文明

18. 乡村振兴

二、自选主题

围绕山西特色以及党的创新理论、重大时政热点等自定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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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评审参考标准及视频（技术）要求

评审模块 评审指标

教学内容

贯穿融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时体现习近平总书

记最新重要讲话和《求是》等重要文章精神，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

法

遵循统编教材最新版的基本精神，对应所选教学专题，观点正确、讲

授准确、教学目标明确

教学过程完整严密，各教学环节安排得当，基本理论阐释清楚，基本

事实论述准确，重难点突出，注重史论结合，素材多样，案例鲜活生

动，及时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转化为课堂教学资源，

体现“大思政课”理念

理论联系实际，善于发掘身边人身边事蕴含的育人元素，主动辨析错

误思想观点，有效回应学生关心问题和思想困惑

教学方法

熟悉教学法基本原理，教学设计符合学生认知规律，关注学生差异性

熟练运用启发式、案例式等教学法，注重课堂互动，不照本宣科，善

于调动学生积极性

综合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增强课堂教学的生动性、吸引力

教学效果

具有思想性、理论性和针对性、吸引力，注重价值引领，增进对党的

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坚定“四个

自信”

技术要求

讲义、课件、视频均不得出现任何可能透露学校、教师信息的元素

讲义为标准 PDF文件格式，版式简洁，文字内容可复制

课件推荐使用Microsoft PowerPoint软件进行设计制作，文件格式为 ppt

演示文稿或 pptx演示文稿

视频文件格式为 mp4，视频分辨率为 1920x1080，视频编码为 H264编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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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教学设计方案（模板）

一、教学目的

阐述课程拟传授的知识目标、价值目标和能力目标，篇幅一

般控制在 300字以内。

二、重点内容

阐述课程拟讲清楚的重点内容，可分层次，篇幅一般控制在

300字以内。

三、教学难点

阐述课程的教学难点问题，可分层次，篇幅一般控制在 50

字以内。

四、教学导入

阐述课程的背景和逻辑，并提出课前思考问题，篇幅一般控

制在 500字以内。

五、教学内容

包括完整的教学过程，可根据逻辑分成二级或三级标题阐述，

中小学、大学单节课篇幅一般分别控制在 3000、8000字以内。

六、教学资源

（一）经典论述

一般 5 条左右。每条论述的下一行，标明日期和来源，如

“——2013年 4月 10日习近平在海南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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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典型案例

一般 5个左右。要求故事性、哲理性、形象性相结合，能够

体现古今、中外、前后的强烈对比。

七、课后思考题

一般 3道左右。

八、作者简介

姓名，学校、部门及职务（职称）。主持县级项目×项、市级

项目×项、省级项目×项、国家级项目×项，在《××》《××》等刊

物发表论文×篇，出版专著×部，曾获××（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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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何以山西”大中小学思政精品课

资源库建设立项申报书（模板）

课程名称

责任单位

主 持 人

联系电话

邮 箱

山西省教育厅制

2024 年 12 月

mailto:dqyk11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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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注：课程建设项目组成员<不含主持人>一般不超过 5 人）

课程名称

课

程

主

持

人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部门及专业

技术职务

最终学位/授予

国家、学校

近三

年教

学情

况

时间 课 程 名 称 授课对象 学时

近五

年来

教学

研究

/学

术研

究情

况

1、主持的教学研究项目（含课程名称、来源、立项时间、本人角色、是否结项，不超过

5项）

2、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含项目名称、来源、立项时间、本人角色、是否结项，不超过

5项）

3、在国内外主要刊物发表的学术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与级别、时间、署名次序，不

超过 5项）

4、获得的教学、学术研究表彰/奖励（含奖励名称、授予单位、时间、署名次序，不超

过 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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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建
设
项
目
组
成
员
简
况
∧
不
含
主
持
人
∨

总人数 高级职务人数 中级职务人数 初级职务人数

姓 名 出生年月
专 业

技术职务
所在单位、院系（部门）

在项目中

职责分工

二、课程建设方案（限 2000字）

1、课程总体建设目标 2、课程设计及拟讲授主要内容 3、教学方法及手段 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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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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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前期成果与课程实施计划

1、团队前期教学研究成果 2、课程建设实施计划及保障条件

（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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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审核评审意见（申报环节无需填写本部分，待立项通过后材料审核环节提交）

学校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县教育局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教育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山西）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此件主动公开）

山西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4 年 12 月 12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