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理工大学：用好 “三种力量”扎实推进
“三全育人” 

11 月 27 日，在下班回家安顿好两个孩子之后，上海理

工大学审计处吕燕老师又返回学校，8 点晚课结束后，作为

2019级新生班主任的她要参加管理学院经贸类 904班的主题

班会。当吕燕对读书分享主题班会做完点评后已是接近晚上

11 点。自 8 月份通过学校遴选担任班主任以来，吕燕共与班

级同学开展了 34 次的谈心谈话，并通过读书分享、班委竞

选、合唱比赛、共度佳节等多种形式的班级集体活动走近学

生、服务学生、引领学生。从今年开始，上理工推出了新型

班主任制度，有 132 位像吕燕一样的教师在学校“三全育人”

工作中承担起了新角色。 

长期以来，上理工一直致力于打造大思政格局并取得积

极成效。在新时期，学校在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开展

教育部“三全育人”综合试点的基础上，汇聚多年来“三全

育人”的有效做法和成功经验，出台了学校“三全育人”综

合方案（2019-2021）。今年学校又成功入选“上海市课程思

政领航计划”整体高校。学校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在构建“三

圈三全十育人”工作中存在的力量分散、活力不够、能力不

强等问题，通过加强顶层设计、抓好协同联动，不断聚合力、

添活力、强能力，扎实推进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聚合力：以全员育人带动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早在 2015 年学校就以实施“本科教学激励计划”为契

机全面推进师生共同体育人建设。在多年探索的经验基础上，

学校认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核心是全员育人。学校

通过“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挖掘潜量”，将思政课教师、



 

 

辅导员的“独唱”变成全体教职工的“大合唱”。在这场“大

合唱”中，党委作为“指挥”统一领导，整合资源，协调各

方。一是让专业教师担纲主旋律，课堂教学是思政育人的主

渠道，学校将上海市示范马院建设、上海市课程思政领航计

划建设与学校一流本科教育行动计划（2019-2025 年）对接，

着力打造一批思政育人的金专、金课、金师，充分发挥思政

课的显性教育功能与专业课程、综合素养课程的隐性教育功

能的协同效应。二是让科研骨干做好和弦。学校始终以培养

符合时代发展所需的创新型人才为目标，并以庄松林院士领

衔的全国首批“黄大年式教学团队”为示范，推出项目课程

制科研育人新平台，首批推出由国家自然基金等科研项目获

得者编写的 108 个项目课程，将思政育人纳入科研选题设计、

立项、研究、考核评价全过程，让学生在科研创新中增长才

干，增强服务国家社会发展的责任意识。三是让机关干部唱

好和声。从 2019 年新学期开始，由党委教师工作部牵头，

在全校范围内遴选了 132 位机关干部、专任教师和教辅人员

担当新型班主任，而不同于以往由各学院分别聘任并自行解

决育人津贴和工作经费。此外，从 2019 年开始所有机关工

作人员的年度考核都增加了“三全育人”相关内容，这也督

促机关干部以更加优良的作风和务实的举措投身学校“三全

育人”工作。四是后勤员工、民主党派等承担伴奏。学校通

过开展后勤服务育人立功竞赛，营造润物于心的育人新生态。

另外，学校不仅在组织育人方面发挥教工党支部书记在党建

和育人中的“双带头”作用，也在民主党派和统战团体探索

开展统战育人，举办“我的留学之路”“我讲上理‘红色基

因’主题演讲”等系列主题活动，形成“同心育同德”案例



 

 

库。 

添活力：以朋辈育人推动学生从“对象”向“主体”转

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 

“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

新。” 随着“00 后”大学生踏入校园，他们具有主体意识强

烈、学习能力突出、属于典型的“网络原住民”等特点。针

对这些新特征，学校坚持“学校搭台、学生唱戏”的思路，

以讲台、宿区、勤助经营实体等为重要载体，开展朋辈育人，

推进学生自我教育，让学生在“三全育人”中实现从“对象”

向“主体”的转变。一是走上讲台成为思政课“大学生讲师”。

学校举行“新时代•中国说”大学生讲师选拔赛，让大学生讲

师们走上讲台，担当思政课育人的新主角，讲述专业里的爱

国情、强国志、报国行。目前活动已经走进大中小，推广到

长三角，近期学校又启动以学生社团为主体的讲师选拔赛活

动，为第二课堂社团育人打造新亮点。除此之外，马院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习社（宣讲团）积极打造

“理享家”微党课党建品牌项目，目前有 10 余人担任社区

思政辅导员，累计开展 86 次宣讲，覆盖 3200 名听众。二是

走到“企业”成为勤助经营实体“经理人”。学校以“沪江

勤工”（上理工沪江学生勤工助学中心管理的模拟企业化运

营的勤助实体）为平台打造发展型资助育人体系。目前 13

个经营实体项目覆盖超市、咖啡吧、校名礼品屋等，常态化

覆盖 1300 多名学生员工。近期，学校又以校属企业改革为

契机，新组建上海尚理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将现代企业运营

和立德树人使命相结合，进一步扩大资助育人覆盖范围和专



 

 

业水平。三是走进宿区成为学风建设“引航员”。学校成立

学生学业发展中心和青年成长中心，并以宿舍班级为载体狠

抓学风建设，通过实施“十百千工程”，聘任了 21 名学生朋

辈讲师开展朋辈辅导学习帮扶，选树“学霸导师”33 人，吸

引近 200 名学生参加“学霸午餐会”“学霸下午茶”等活动，

评比 184 间学风标兵宿舍，遴选 736 名学风标兵学生，通过

积极培育选树典型营造了优良学习氛围。 

强能力：打造上理工特色的“工程德育”三全育人品牌 

作为一所拥有百年工程教育悠久历史的高校，学校一直

高举卓越工程教育大旗。在“新工科”建设背景下，学校把

打造具有上理工特色的“工程德育”三全育人品牌、培养高素

质的卓越工程人才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是坚持“以赛促

创、以赛育人”打响工程德育实践育人品牌。双创教育一直

是学校的名片，2019 年学校在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总决赛斩获金、银、铜奖各一项，在“挑战杯”全国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荣获一等奖，均实现历史性

突破。为总结经验再出发，学校召开创新创业教育专题党政

大会，进一步明确以双创教育改革引领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

思路，并在点、线、面上进行顶层布局。通过“点”上有创

业班和创业学院，“线”上有“专业+创业”、创业第二专业、

荣誉学位、项目课程，“面”上有 4 个学分的创新创业大作

业、四级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四级学科竞赛训练体系、“三

区”联动培养模式，全力确保学生在创新创业方面想干、敢

干、能干且能干成。二是坚持“以文化人、以美育人”打响

工程德育文化育人品牌。学校聚焦百年工程教育史，深挖红

色文化资源，打造《刘湛恩》大师剧等一批爱国主义教育文



 

 

化品牌，高质量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沪江书院”系列文化项

目，服务卓越工程人才培养。另外，历时三年建成学校机械

艺术博物馆，融合机械原理与艺术展示，立足中国传统文化

的立体呈现，首期布展 40 件展品，让工科学生也能感受到

艺术之美。学校还依托长三角高等工程教育联盟力量，结合

多年来对理工科高校思政育人工作的实践探索，举办长三角

高校工程德育高端论坛，不断深化对“工程德育”的理论研

究。目前学校正着手抓紧筹建工程德育研究中心，开展“工

程德育”特色的课程标准研究，并编写工程德育系列教材，

为思政工作体系更好地贯穿到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

系、管理体系中提供理论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