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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载体  构建多维融合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上海理工大学目前有两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上海理工大学

中英国际学院、上海理工大学中德国际学院。学校始终坚持党的

教育方针，坚持党对中外合作办学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

向，选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党政领导班子，在借鉴国外有益做法

的同时，不忘初心、立德树人，立足扎根中国大地，办好中外合

作办学。 

一、坚持党的领导，坚守中外合作办学政治底色 

上海理工大学党委高度重视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设立机构时，坚持党的建设同步谋划、党的组织同步设置、

党的工作同步开展。建立了中英党总支、中德直属党支部，并为

两个学院配备了专职学生政治辅导员，党的组织和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在两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全覆盖。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党组织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围绕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开展工作。发挥党支部主体作用，突出政治标准做

好在优秀青年大学生中发展党员工作，毕业班党员比例达到 9.49%。

积极探索在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

形成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特色，

思想教育、文化传播和舆论引导三位一体的意识形态责任管理架

构，不断坚定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

信和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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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好思政“课堂”，构建合作办学思政教育体系 

学校认真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精神，重视发挥思

政课的价值引领、专业课的价值传递和校园文化的价值认同在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协同育人效应，构建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

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理想信念与校园文化相结合的多维度融合的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1．纳入全校课程体系，落实思政课 4+1 第一课堂要求 

学校将中外合作办学双学位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

纳入全校的课程体系中，统一设置，构建完善的“思想政治理论

课”的课程体系。思政Ⅰ类课程共计 4 门必修课程，10 学分，分

别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5 学分）、《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3 学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学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5 学分）。在用好“马

工程”统编教材的基础上打造具有本土特色、贴近学生、丰富教

学的辅学读本。思政Ⅱ类课程的实践教学必修课为 0.5 学分。其

中，“形势与政策”课由校党委书记带头，校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参

与授课，校党委中心组举行形势与政策课集体备课会，准确把握

课程的教学目的、内涵和要求。还结合学校特色，收集整理研究

相关典型案例融入课程教学，学生反响很好。 

2．架起中外文化融合之桥，探索第二课堂思政教育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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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立德树人，立足成长需求，中英国际学院在第二课堂思政

教育中，融合学 

院“责任领导力、创新与创业、文化同理”三大核心育人理念，

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关于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指示精神

和文化复兴战略任务，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思政教育。以精

品项目为载体，找准中外合作办学环境下第二课堂思政教育的切

入点，搭建共享平台，创立“复兴”系列育人品牌。 

 “复兴文化”系列讲座，推进传统文化内植于心。复兴雅韵

跨文化讲座，提升大学生多元文化的沟通能力；复兴国风的

人文讲堂，培育和引导大学生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复兴寻访

的暑期社会实践，提供更具真实感的国情、世情教育。 

 “复兴创客”空间，推动创新创业精神涵育于思。秉承“动

手创造、思想碰撞、跨界协作、创业实践”的宗旨，开展创

新创业第二课堂教育，以传播理论知识为辅、营造文化氛围

为主。专注于创客培养，项目孵化。融合校园生活体系与社

会生活体系、教师的知识传授与实践学习、科研成果与社会

服务意识等。为同学搭建创新创意分享空间，建立跨界协作

桥梁，激发了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意识，培育大学生创新创业

能力。 

 “复兴英才”训练营，促进责任文化理念成德于行。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导向，丰富和深化社会责任感教育的内

涵。建立启航之“复兴新生责任领导力训练营”，提升新生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4%BE%E4%BC%9A%E4%B8%BB%E4%B9%89%E6%A0%B8%E5%BF%83%E4%BB%B7%E5%80%BC%E4%BD%93%E7%B3%B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4%BE%E4%BC%9A%E4%B8%BB%E4%B9%89%E6%A0%B8%E5%BF%83%E4%BB%B7%E5%80%BC%E4%BD%93%E7%B3%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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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性教育，培养团队协作和领导能力；进阶之“复兴英才

精英训练营”，培养素质过硬、能力突出的国际化优秀人才；

筑梦之“复兴英华年度人物”评选，挖掘契合“责任领导

力”、“创新与创业”、“文化同理”精神的团队及个人，

发挥精英学生的示范引领作用，成为学院模范引领的指示牌

和风向标。 

三、打造三张思政教育名片，助力高水平大学建设 

1、厚植传统优秀文化，打造“复兴”文化系列，每一个项目

都是一张中华文化的精神名片。自“复兴”系列文化项目实施以

来，开展文化展览 2 场，累计参与 500 余人；举办文化活动 20 余

场，累计参与 2000 余人；组织文化课程 7 场，累计参与 800 余人，

系列活动得到新华网、东方网等 5 家知名媒体报道，打造的“复

兴”系列文化品牌，每一个项目都是一张中华文化的精神名片。 

2、挖掘“创新创业精神”，搭建“复兴”创客平台，每一项

成果都是一张创新创业的产品名片。学院 95 后工商创业团队，创

办文创产品——星空墨水。勇于做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力行

做社会公益的践行者。创业团队获得第十五届“挑战杯”全国总

决赛二等奖，第三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铜奖；

工科创新团队，创建科创产品——机器人，“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

赛技术挑战赛机器人救援总决赛”特等奖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

会，“最佳创意项目”、“我最喜爱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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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炼中英气质，推动跨界成才，每一位 SBC 的学生，都是

一张国际青年的形象名片。他们是陪同英国首相特里莎·梅及其

先生在上海访问的随身翻译，是担任跨国公司实习“CEO”，也是

领衔团队斩获诸多重量级创新创业大奖的自主创业者；他们是上

海申办 2021 年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申办形象大使；是 Shanghai 

Eye 的“口译达人”，也是作为“上海赛区一等奖”入围 2019 总

决赛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的数学爱好者；组建团队，他们能为

“畅想未来——2050 年西安美好生活城市远景”贡献自己的智慧，

也可以用自己流利的英语口语表达和超群的综合素质，服务于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他们是具备中英气质的“斜杠青年”，是中

华优秀文化的传播者，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形象名片。 

中英国际学院坚持在中外合作办学人才培养的背景下，全面

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以立德树

人为己任，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2018 年，获得英国工程技术

学会国际工程师质（IET）认证，对学院工程科技人才的培养发挥

了极其重要的作用。2017-2018 年度，学校育人成果显著，累计斩

获国家级奖项 9 项，省部级奖项 8 项，校级奖项 15 项。2018 年，

英国教育部教育标准司司长 Paul Kwtt、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吴侨文

（John Edwards）等先后对中英国际学院进行了访问。中英国际

学院作为上海唯一机构再次当选第二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院长联

席会主席单位，有力支撑了上海理工大学国际化战略和内涵式发

展的落实。在扩大对外开放同时，彰显了社会声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