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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山东体育学院委员会文件
鲁体院党字〔2023〕36 号

★

中共山东体育学院委员会

关于印发开展师德集中学习教育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党总支（分党委），各部、处、室、院、校：

《中共山东体育学院委员会关于开展师德集中学习教育实

施方案》已经学校党委研究通过，现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山东体育学院委员会

2023 年 7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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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山东体育学院委员会

关于开展师德集中学习教育实施方案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通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加强新

形势下师德师风建设，筑牢广大教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

命，根据教育部《关于在教育系统开展师德集中学习教育的通知》

（教师函〔2023〕3 号）、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在全省教育系统

开展师德集中学习教育的通知》（鲁教师函〔2023〕36 号）要求，

现就学校开展师德集中学习教育制定方案如下：

一、总体要求

师德集中学习教育坚持思想铸魂、正面引领、德法并举，突

出全员全方位全过程师德养成，强化政治理论学习，引导教师坚

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加强法治教育和师德规范学习，确

保每位教师知准则、守底线；广泛选树宣传优秀教师先进事迹，

讲好师德故事，激发内生动力；压实师德师风建设责任，健全完

善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严肃查处师德违规行为。通过师德集

中学习教育，提升教师思想整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引导广大

教师敬业立学、崇德尚美，营造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

二、具体行动

（一）实施政治建设“思想铸魂”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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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紧密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加强教师党的创新理论学习，重点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引导广大教师在深学笃行中提高理论素

养、坚定理想信念，夯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的思想根基。（责任单位：党委宣传部、教师工作部、

各二级学院、各部门）

2.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各单位、各部门通过召开会议、举办教师集中理论学习、

专题座谈研讨等形式，组织教师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四个相统一”“经师”和“人

师”统一的“大先生”等重要指示要求，将学习成果转化为不断

提高自身道德修养、以模范行为影响带动学生成长的生动实践。

（责任单位：教师工作部、各二级学院、各部门）

3.充分发挥教师党支部和党员教师作用。坚持党建引领，建

强教师党支部，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开展好“三会一课”,

使教师党支部成为涵养良好师德师风的重要平台，党员教师成为

践行高尚师德的中坚力量、争做“四有”好老师的示范标杆。构

建“学校党委—二级党组织—教师党支部”三级联动的教师思政

工作机制，把做好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作为教

师党支部的重要职责。（责任单位：党委组织部、教师工作部、

各二级学院、各部门）

（二）实施规则立德“固本强基”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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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教师法治教育。编印法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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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学院、各部门）

2.推广师德建设典型案例。各教学单位要注重梳理总结本单

位近年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经验和成果，研究探索新形势下加

强师德师风建设的新思路、新举措，不断拓展师德师风建设的有

效载体。（责任单位：党委宣传部、教师工作部、各二级学院）

（四）实施关键群体“教育提升”行动

1.加强思政课教师培训。根据省教育厅安排，组织选派优秀

思政课教师参加教育部高校思政课教师政治能力提升专题培训

等。定期组织思政课教师开展教学研讨，抓好校本培训，保证专

职思政课教师每 3 年至少接受一次业务培训。（责任单位：教务

处、马克思主义学院）

2.开展思政课教师队伍自查自清工作。严把思政课教师入口

关，对于过往工作、在学期间存在不当言论和不当行为的人员，

严防进入思政课教师队伍；对于在信念信仰、政治纪律、学术诚

信、思想道德等方面突破底线的人员，通过转岗、解聘、辞聘等

方式退出思政课教师队伍。（责任单位：教师工作部、马克思主

义学院）

（五）实施专项整治“清朗净化”行动

1.扎实开展“树师德 正师风”专项整治活动。持续排查师

德师风突出问题，重点纠治教师违反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的师德失范

问题。畅通举报渠道，公布师德失范行为的举报电话、邮箱等信

息，接受广大师生和社会的监督。建立涉师德师风问题线索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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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现的问题线索一经查实，依规依纪依法严肃惩处。（责任单

位：教师工作部、纪委、监察专员办公室、各二级学院、各部门）

2.提升师德负面舆情处置能力。发挥学校舆情管控专班作

用，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做好师德舆情监测、核查、处理和上报

工作，扎实开展涉教师师德师风网络舆情分析研判工作，抓早抓

小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精准掌握动态并及时介入。加强突发事件

处置及舆情应对培训，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及时做好舆论引导。

（责任单位：党委宣传部、教师工作部、网络信息中心）

（六）实施以案明纪“警钟长鸣”行动

1.健全通报曝光制度。建立完善典型案例库，向全体教师及

时传达通报教育部、省教育厅公布的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典型案例、科技部公布的科研诚信案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查处的不端行为案件等。学校出现师德违规问题的，要在警示

教育大会上详细通报师德违规问题及处理结果，组织教师讨论剖

析原因、对照查摆自省。（责任单位：纪委、监察专员办公室、

教师工作部、科技处、各二级学院、各部门）

2.开展警示教育。以公开曝光的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典型案例和本地本校查处的严重师德违规问题为反面教材，通过

召开学院大会、组织专题讨论等多种方式开展警示教育，引导教

师以案为鉴、以案明纪，做到警钟长鸣，营造风清气正的校园生

态。（责任单位：纪委、监察专员办公室、教师工作部、各二级

学院、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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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单位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师德集

中学习教育的重要性、紧迫性，切实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加强组织领导，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

教育和“树师德 正师风”专项整治活动有效融入到师德集中学

习教育中，避免形式主义。强化正面引导，严防借机恶意诋毁、

炒作。

（二）注重学习实效

各单位各部门要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组织开展有计划安排、有调研指导、有形式

创新、有学时要求、有效果总结的系统化师德学习教育。引导广

大教师充分利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开设的“师德集中

学习教育”专题，开展课程学习并完成测试，获取相应的教师培

训学时。

（三）固化工作成效

将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设的开展情况和成效作为年

度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的重要内容。各单位要把师德集中

学习教育作为深入剖析问题、持续推动整改的契机，形成师德集

中学习教育工作总结报告（格式参考附件 2）。请于 7 月 21 日前

将上述材料加盖公章的纸质版连同电子版一并发送至教师工作

部邮箱:hr@sdpei.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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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师德集中学习教育”专题

2.×××师德集中学习教育工作总结报告（建议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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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师德集中学习教育”专题

学习资源 学习对象 模块 学习内容 学时 学习要求

国家智慧教育

公共服务平台

“师德集中学

习教育”专题

( 网址：

www.smartedu

.cn)

全体教师

思想铸魂

深入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

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 指示

精神，在深学笃行中提高理论素养、坚定理想信念，夯实坚

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的思想根基。

2 教师登陆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

平台选择相应学段实名注册，按

要求选学课程并测试后，可认定

4学时教师培训学时。

学习时间截止 7 月 20 日。

高等教育教师研修管理员咨询电

话： 010-69259486，学员服务电

话：4008757650。

固本强基

学习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教师资格条例、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高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 端行

为办法、从业禁止制度、教职员工准入查询制度等法律法规，

提高教师法律意识和依法从教意识。

1

以案促学

以公开曝光的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典型案例和查处的

严重师德违规问题为反面教材，深入学习掌握新时代教师职

业行为十项准则，提升教师的规则意识， 引导全体教师以案

为鉴，做到警钟长鸣。

1

师德引领

学习教师中的时代楷模、教书育人楷模、最美教师、优秀特

岗教师等师德榜样和先进事迹，观看师德巡讲报告、精品影

视作品，激励广大教师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涵养

高尚师德。本课程为拓展资源，只记录学习时长，不认定学

时。

自主

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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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师德集中学习教育工作总结报告
（建议提纲）

一、工作情况

（一）整体情况

（二）分项行动实施情况

1.政治建设“思想铸魂”行动实施情况

2.规则立德“固本强基”行动实施情况

……

二、经验做法

三、工作成效

四、下一步工作

山东体育学院党委办公室 2023 年 7 月 3 日印发

校对：赵 亮 印发：学校领导，各部门（单位），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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