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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南开大学 2023 年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项目指南

一、人才培养

1.学业指导与智慧书院建设

结合学院特色，建立或完善以学为主、教学相长的“师

生共同体”育人模式，发挥专业教师在人才培养中的主导作

用，建立新型师生关系。深入推进书院制育人模式改革，探

索五育并举、双院协同、通专融合、个性发展的人才培养新

模式，实现“去迷茫、长才干、立公能、作贡献”的培养目

标，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2.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与实践

围绕当前创新创业教育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积极探索创

新创业教育教学改革路径及方式方法，推动学生创新精神、

创业意识和创造能力的提升，促进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提质增

效。

3.“四能”提升探索与实践

围绕学生培养过程中学生英语能力、计算机能力、写作

能力、领导力“四能”提升开展探索与实践，推动“四能”

提升的教育教学改革、方式方法研究、路径模式实践。

二、专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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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四新”专业建设

依据新工科、新医科、新文科专业标准，对传统专业进

行改造升级，科学制定专业发展规划，积极探索专业建设与

改造升级的有效路径，鼓励跨学院协同推进的建设模式。

5.大类培养

围绕基于通识教育的宽口径、厚基础的专业培养模式，

以满足学生个性化、多元化发展需求和促进学生成长成才为

出发点开展研究实践，优化设计大类培养课程体系，做好通

识和专业的有机衔接。

三、课程建设

6.课程思政与一流课程建设

根据 5 类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建设要求，对标高阶性、

创新性和挑战度，挖掘课程内容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并将其

融入课程教学过程，结合思政元素对课程大纲进行完善修订，

对现有课程进行升级改造，培育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7.通识选修课建设

按照专家引领、学科交叉、团队建设、课程集群的原则，

重点支持建设名师引领、跨文化交流与国际视野、服务学习、

劳动教育、美育、中华传统文化、爱国主义教育等课程。优

先支持整合教学资源且与已开设课程内容相似度低的项目，

优先支持在多校区同时开课的项目，以课程正式开课为结项

必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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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英文专业核心课课程群建设

对学院的核心专业课进行全英文课程建设。由学院组织，

统一筹划实施，制定科学、完善的专项改革实施方案。建设

范围包括学院公共必修课或专业核心课，立项建设的全英文

课程既要满足我校普通本科生的学习需要，也要适应海外留

学生修读专业课程的实际需求。

四、基层教学组织建设

9.虚拟教研室

探索新时代新型基层教学组织的建设标准、建设路径、

运行模式和推广实践，鼓励以课程（群）教学、专业建设、

教学研究改革等为主题，开展多层次、多学科领域、多类型

的虚拟教研室建设。

10.校级教研团队

发挥团队在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中的专家引领作用，为学

校教学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方案落地实施等出谋划策，围绕

2023 年度各校级教研团队的战略目标、改革方向、任务举措

等组织推动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探索。

五、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11.专业认证

重点针对工程教育专业在培养目标、毕业要求的规范化

与合理性提升，培养目标、毕业要求的达成度评价，课程体

系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度完善，工程教育毕业设计改革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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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资源保障，质量监控与持续改进等方面开展研究与改革。

优先支持 2023 年计划向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提交申请的

专业、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专业。

12.院级特色化质量体系建设

在“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理念指导下，关

注学生成长体验和发展需求，将学生和用人单位满意度及时

反馈至培养方案的优化、课程体系的提升，完善专业学院层

面教学运行监控以及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构建闭环式的问题

反馈整改机制的研究和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