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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新文科建设的宏观态势和重点任务 10月17日
申树欣（山东大

学）

15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文化建设 10月21日

刘忱 中共中央党

校（国家行政学

院）

16 经管类学科国家基金项目申报经验交流 10月22日
欧阳桃花（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

17
故事在场与价值出场——提升国际传

播效果实践研究
10月23日

张开（中国传媒大

学）

18
内涵为要，思政铸魂，打造新时代优

质课程
10月31日

陈后金（北京交通

大学）

19
英语输出能力不足的根源及其改良途

径深探——教师视角
11月 4日

郑淑明（哈尔滨工

业大学）

20 新医科建设与医学人才培养的质量保障 11月 5日
刘慧荣（首都医科

大学）

21
如何在教学中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

统一
11月 6日

谢惠媛（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

22
不确定时代，非线性人生——物理拔

尖创新人才培育的思考与探索
11月 7日

黄安平（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

23 教学课件的审美与制作 11月 11日
杜菁（首都医科大

学）

24
经管类课程思政“双平台”教学模式

探索与应用
11月 12日

冯梅（北京科技大

学）

25 课堂教学的规划以及应当避免的问题 11月 13日
刘映春（中国社会

科学院大学）

26 高校青年教师职业生涯规划 11月 14日
苏文平（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

27
研途引航，踵事增华——如何做好研

究生培养
11月 18日

张丽（中国传媒大

学）

28
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演变历程及其核心

问题域
11月 19日

魏小萍（中国社会

科学院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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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财经类期刊审稿要点及对选题的启示 11月 20日
袁淳（中央财经大

学）

30 面板数据分析方法与 Stata应用 11月 21日
方红生（浙江大

学）

31
浅谈机器学习及其在智能教育教学中

的应用
11月 26日

钱鸿（华东师范大

学）

32 博弈论简介与应用概述 11月 27日
钟德寿（中国社会

科学院大学）

33 有效教学的道、法、术、器 12月 3日 唐磊（南开大学）

34 人工智能革命的意识形态风险与对策 12月 4日
李钢（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

35 信息化助力教育方法多样化 12月 5日
欧中洪（北京邮电

大学）

36 教育类课题选题和申报 12月10日
薛海平（首都师范

大学）

职

业

教

育

专

题

讲

座

37 职业教育科研项目的获取与实施要点 9月
俞启定（北京师范

大学）

参训

学院

可通

过申

请院

校学

习平

台进

行讲

座学

习

38
尊法、知法、用法推动现代职业教育

高质量发展——学习新修订的职业教

育法若干体会

9月
陈建华（中国职业

技术教育学会）

39

立德的高度决定人生的高度——思想

政治素养是新时代职校教师高质量发

展的“方向舵”

9月
谭春玲（北京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

40
强教必先强师——新时代师德师风建

设的理论与实践
9月

杨志成（北京青年

政治学院）

41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路径和

策略
9月

孙诚（原中国教育

科学研究院）

42 职业教育专业群可持续发展 9月
陈亮（北京电子科

技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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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新上线课程

模块 ID 号 培训课程 主讲人及学校

师德

师风

及课

程思

政（4）

14143
强教必先强师 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

的理论与实践

杨志成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13770
以推进课程思政内涵式发展赋能课程

建设与教学创新

王小力

西安交通大学

14096
坚持教育强国战略导向 数字化赋能

推进课程思政高质量发展

王小力

西安交通大学

14107
内生式课程思政及其在《信息论》课

程的实践

许文俊

北京邮电大学

教师

科研

能力

提升

（9）

14100 文献阅读、写作与科研思维培养

周雍进

中国科学院大连

化学物理研究所

14101
如何准备用于发表的研究结果 以使

你的文稿获得最优机会而被快速接受

邱国玉

北京大学

14102 科技论文的写作准备与写作要点
赵建林

西北工业大学

14109 略谈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
赵智奎

中国社会科学院

14112 编辑视野中的学术写作与学术创新
张国涛

中国传媒大学

14113 学术论文选题及写作规范
程絮森

中国人民大学

14114 利用电子资源助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单向群

中国人民大学

14115
如何撰写在高水平期刊上发表的论文

——以《导学关系的和谐建构研究》

陈武元

厦门大学

14118 谈谈如何提高高校教师论文及研究水平
唐宝才

中国社会科学院

13768 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经验与反思
卢晓云

西安交通大学

13769 从打造一流课程到培养一流人才
徐忠锋

西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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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高校教师学科教学类培训课程

本表课程内容包括“马工程”重点教材课程教学培训及各学科主要专业的基

础课程、核心课程教学培训，涵盖 12 个学科门类。

ID 号 培训课程 ID 号 培训课程

“马工程”重点教材课程教学培训及相关培训课程（192）

本部分“马工程”重点教材课程教学培训均由“马工程”教材课题组专家担

纲主讲，结合自身多年从事课程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探索和实践，引导学员学习、

领会“马工程”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基本精神和总体要求以及主要内容、课程

重点难点。相关培训课程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讲座、高

校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提升培训课程等。

“马工程”教育学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类等（7）

11589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

述讲义》使用培训：深入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

要论述的核心要义（杨晓慧）

11590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

义》使用培训：关于坚持党对教育

事业全面领导的重要论述（秦宣）

11591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

述讲义》使用培训：关于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论述

（石中英）

11592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

义》使用培训：关于社会主义办学

方向和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重

要论述（王炳林）

11593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

述讲义》使用培训：关于以

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和深化

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论述

（杨银付）

11594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

义》使用培训：关于优先发展教育

和教育使命的重要论述（庞立生）

11595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

述讲义》使用培训：关于教

师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

（艾四林）

“马工程”马克思主义理论类（20）

11750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2021

年版教材使用培训：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刘建军、熊

11751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2021 年版教

材使用培训：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秦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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