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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办师〔2019〕182 号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关于组织参加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厚植弘扬 

师德风尚 做新时代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网络培训示范班的补充通知 
 

各高等学校： 

根据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厚植弘扬师德风尚 做新时代党和

人民满意的好老师”网络培训项目实施要求，经研究，决定组织

全省各高等学校参加由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中国教育干部网络学院

举办的网络培训示范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项目安排 

1、培训时间。2019 年 3 月至 6 月 16 日，分为筹备、学习、

总结三个阶段。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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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训主题。厚植弘扬师德风尚 做新时代党和人民满意的

好老师。 

3、培训方式。采取网络学习的方式进行，由中国教育干部网

络学院 www.enaea.edu.cn 承办。 

4、培训环节。分课程学习、交流研讨、成果撰写、在线考试

等多个环节。 

具体培训实施方案见附件 1。 

二、参训学员遴选及要求 

1、本次培训的对象为各高校师德师风建设工作的相关同志及

教师，每所高校推荐 5 人参加培训。 

2、河南农业大学、河南师范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信阳

师范学院、洛阳师范学院、周口师范学院、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

院、河南经贸职业学院、商丘工学院 9 所高校仍按照省教育厅教

办师〔2019〕151 号文件执行。 

3、各高校要高度重视此项培训工作，明确具体部门和负责人、

联系人，在培训过程中加强指导与监督，确保参训人员完成网络

研修任务。各高校务必于 4 月 2 日前完成参选学员遴选工作，将

《河南省参训人员回执表》（见附件 2）报送至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培训项目办公室。 

三、有关联系方式 

1、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联系人：熊 霖   卢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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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69228543    69248888 转 3351 

邮箱：18911222178@vip.163.com    

2、河南省教育厅 

思政处联系人：师胜祺 联系电话：0371-69691953 

师范教育处联系人：吕康 联系电话：0371-69691798 

 

附件：1.网络培训示范班培训实施方案 

2.河南省参训人员回执表 

 

 

 

2019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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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厚植弘扬师德风尚 做新时代党和人民满意的 

好老师”网络培训示范班培训实施方案 

 

为保证“厚植弘扬师德风尚 做新时代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

师”网络培训的顺利开展，特制订本方案。 

一、培训时间与安排 

本次培训时间为 2019 年 3 月 11 日至 6 月 16 日，分为筹备、

学习、总结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具体时间安排和主要工作内容

见下表： 

培训阶段 培训时间 工作内容 

筹备阶段 
3 月 11 日 

至 3 月 31 日 

1.发放培训通知和方案，进行培训部署； 

2.落实培训名额，回执报名信息； 

3.进行训前指导，做好学习卡发放。 

学习阶段 
4 月 1 日 

至 5 月 31 日 

1.各地各校进行培训过程监控与管理。 

2.参训学员按照教学计划，完成规定学时视频课程学

习，参与交流研讨，撰写学习成果，完成在线考试。 

总结阶段 
6 月 1 日 

至 6 月 16 日 

1.参训学员在线下载打印学时证明； 

2.各地提交培训简报与总结，推选优秀研修成果； 

3.进行培训评估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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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训平台使用 

本次培训依托中国教育干部网络学院（www.enaea.edu.cn）

组织实施。参训学员在中国教育干部网络学院进行实名注册，登

录后使用统一发放的学习卡参加学习（已注册过的学员可直接登

录并使用学习卡）。培训期间参训学员也可以下载中国教育干部网

络学院移动客户端（学习公社 app）随时登录学习，还可以关注

中国教育干部网络学院微信公众号了解各类信息。 

 

 

 

 

三、培训内容 

本次培训结合参训对象实际分类设计培训内容，特邀教育部

相关司局领导、专家学者和全国师德标兵参与课程录制，设置了

“夯实政策理论 坚定政治方向”“加强法规学习 深化师德认知”

“遵守职业规范 守好师德底线”“加强自我修养 维护职业形象”

“学习先进典型 弘扬师德风尚”等课程模块（具体课程见下表），

包括专家讲座、主题报告、专题访谈、专题片、纪录片等形式。 

专题网络培训课程列表（高校） 

课程模块 课程名称 主讲人 单位及职务 

夯实政策理论 

坚定政治方向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推进新时代高等教

育事业科学发展 

顾海良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

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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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模块 课程名称 主讲人 单位及职务 

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推

动教师教育创新发展 
王定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

书记、教授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坚定理想信念 
公方彬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

大学教授 

夯实政策理论 

坚定政治方向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纵深发展 
杨凤城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党委书记 

中国改革为什么能成功——纪

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系列微课 
徐  斌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教授 

加强法规学习 

深化师德认知 

法律基础知识 王俊伟 
辽宁华昊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律师 

新时代大学治理面临的新形势

与《高等教育法》的修订 
王大泉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 

副司长 

教师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解读 石连海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副教授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教育部令第 41 号）释义 
解汉林 

教育部学生司学籍学

历管理处处长 

遵守职业规范 

守好师德底线 

《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

项准则》解读系列微课 
微  课  

《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系列微课 
微  课  

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

行为办法 
王敬波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如何走出科研评价与科研诚信

困局——解读《关于进一步加强

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 

段伟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

所研究员 

师德与得失 王士祥 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大学教师的职业责任与道德 肖群忠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教授 

加强自我修养 

维护职业形象 

教师的文化素养 李  芒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新时代的期望与教师的担当 骆承烈 

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

孔子文化学院副院长、

教授 

高校青年教师沟通巧技能 刘平青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

经济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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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模块 课程名称 主讲人 单位及职务 

教育与幸福 文东茅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

副主任 

师德师风建设与传统文化 姚小玲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压力管理与心理健康促进 樊富珉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

院心理学系副主任 

学习先进典型 

弘扬师德风尚 

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

创新——以北京林业大学为例 
李铁铮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学习先进典型 

弘扬师德风尚 

高校教师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思考与实践——以

北京交通大学为例 

蓝晓霞 
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宣

传部长 

做大学生健康成长的人生导师 曲建武 大连海事大学教授 

钟扬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 陈浩明等 复旦大学报告团 

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报告 孙友宏等 吉林大学报告团 

陈先达：行走的马列字典 专题片  

绵阳师范学院师德标兵与师德

先进集体 
微  课  

榜样 3 专题片  

说明：1.具体课程或有调整，请以平台最终发布课程为准； 

      2.主讲人职务为课程录制时的职务。 

专题网络培训课程列表（中小学校、幼儿园） 

课程模块 课程名称 主讲人 单位及职务 

夯实政策理论 

坚定政治方向 

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 
颜晓峰 国防大学教授 

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推动教师教育创新发展 
王定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

记、教授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全国教育

大会重要讲话精神 
杨银付 

中国教育协会秘书处秘

书长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坚定理想信念 
公方彬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

学教授 

http://study.enaea.edu.cn/kecheng/detail_278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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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模块 课程名称 主讲人 单位及职务 

中国改革为什么能成功——纪

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系列微课 
微  课  

加强法规学习 

深化师德认知 

教育法修订与依法治教的新形

势与新任务 
王大泉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 

教师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解读 石连海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副教授 

《义务教育法》解读及教学建议 张维平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未成年人保护法》解读 石连海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副教授 

遵守职业规范 

守好师德底线 

《新时代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职

业行为十项准则》解读 
迟希新 北京教育学院教授 

遵守职业规范 

守好师德底线 

《新时代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

十项准则》解读 
姚金菊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 

教授 

《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违反职业

道德行为处理方法》解读 
姚金菊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 

教授 

强化教师礼仪 塑造美丽形象 李兴国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

化教研部教授 

遵从专业标准 

提升职业素养 

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解读 李铁安 中国教育科学院副研究员 

新定位、新形象、新要求——

《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

行）》解读 

刘  焱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教授 

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新使命 高书国 中国教育学会副秘书长 

师德师风建设与传统文化 姚小玲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教授 

压力管理与心理健康促进 樊富珉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心理学系副主任 

学习先进典型 

弘扬师德风尚 

于漪老师：以人格育人格 程红兵 深圳明德实验学校校长 

新时代海淀区师德师风建设的

区域规划与实施方略 
刘大鹏 

北京市海淀区教育委员

会人力资源科科长 

名师成长视角下探师德建设的

内生途径 
范  群 

浙江省嵊泗初级中学党

支部副书记，浙江省德育

特级教师 

白老师的脊背 微  课  

榜样 3 专题片  

说明：1.具体课程或有调整，请以平台最终发布课程为准； 

2.主讲人职务为课程录制时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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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培训环节与要求 

本次培训分为课程学习、交流研讨、成果撰写、在线考试四

个环节。 

1.课程学习：培训期间，参训学员需完成不少于 20 学时（45

分钟/学时）的视频课程学习任务。 

2.交流研讨：培训期间，参训学员结合培训心得和本校实际

进行网上集中研讨，也可结合所在学校实际情况，线下自行组织

开展讨论。此外，中国教育干部网络学院将设立主题研讨区，参

训学员可在论坛内与全国范围内的教师同仁进行广泛地互动交

流，分享学习成果。 

3.成果撰写：培训期间，参训学员需结合培训目标、内容和

自身工作实际，围绕“立德树人铸师魂 不忘初心正师风”主题撰

写一篇学习心得作为本次培训的研修成果。培训后期，以省为单

位择优推荐优秀研修成果至中国教育干部网络学院平台宣传展示

（具体要求另文通知）。 

4.在线考试：参训学员在完成规定学时的课程学习后，需参

加在线考试，考核内容为培训课程所学内容，重点考察教师职业

行为“十项准则”系列文件相关内容，题型为单选、多选、判断。 

五、培训考核 

为确保培训质量和培训效果，本次培训从过程性与终结性两

个维度对学员进行考核，完成培训考核要求且在线考试合格的参

训学员方可在线打印学时证明，参训单位可将其纳入相关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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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时长计入继续教育培训学时。 

考核维度 考核标准 

过程性考核 

自主选学不少于 20 学时的网络课程； 

参与班级研讨不少于 2 条； 

根据个人学习收获或研究成果，撰写一篇不少于 1000 字的

研修心得，要求主题鲜明、语言通顺、条理清晰、结构完整、

逻辑严谨； 

终结性考核 
参加在线考试（总分为 100 分），60 分及以上为合格，考试

时间为 90 分钟。 

六、培训总结与评估 

培训结束后，收集整理各地培训简报、培训总结，组织相关

专家和学员对培训工作和满意度进行评估，包括需求适配度、内

容设计科学性、师资选配合理性、组织有序性等，进一步总结培

训经验，为今后培训工作的开展提供依据和基础。 

七、组织管理与保障 

1.本次培训由教育部教师工作司负责统筹规划与指导，委托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中国教育干部网络学院组织实施。国家教育行

政学院成立专项工作组，负责培训方案的设计与具体实施工作。 

2.各省（区、市）教育行政部门需明确省级负责人 1 名，省

级联系人 1 名，负责培训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组织落实；各地市级

教育行政部门设置联系人 1 名，作为班级管理员负责所在地区中

小学校及幼儿园参训学员的培训组织管理，各中小学校及幼儿园

以地市级教育行政部门为单位组班；各高校设置联系人 1 名，负

责所在单位参训学员的培训组织管理，各高校以省为单位组班，

以高校为小组开展培训活动。管理团队主要工作职责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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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团队 数量 主要工作职责 

省级负责人 1 人 
负责统筹协调所在省份的培训工作（含教育部

及其他中央部门所属高校）。 

省级联系人 1 人 

1.汇总学员信息：明确省内各地市级联系人和

高校联系人，统一汇总省内参训学员名单，按

时提交《管理团队回执表》和《参训学员信息

表》； 

2.发放学习卡：及时准确发放学习卡等启动材

料给各地市级联系人和高校联系人； 

3.培训督学促学：加强同省内各地市级和高校

联系人、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相关老师的沟通，

定期发布省内学情通报，做好培训督学促学工

作，共同保障培训实效； 

4.做好培训总结：按要求做好培训总结工作，

并以省为单位推选优秀研修成果至平台宣传

展示（具体要求另文通知）。 

各地市级 

教育行政部门

联系人 

各地市级主管

师德师风建设

工作相关负责

同志 1 人 

1.下发启动材料：及时准确下发学习卡等启动材

料给所在单位及管辖范围内的参训学员，做好学

习卡分发记录，并指导学员及时注册学习； 

2.培训督学促学：加强同省级联系人、国家教

育行政学院相关老师的沟通，协同国家教育行

政学院相关老师共同处理好学员在学习过程

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并根据省内发布的学情通

报，定期发布本地本校学员学习情况，督促学

员按时完成学习任务，取得培训实效。 

高校 

联系人 

各高校主管师

德师风建设工

作相关负责 

同志 1 人 

八、联系方式 

学员服务热线电话：400-811-9908 

报名联系人：卢扬、邵明凯 

电话：010-60217851、69249999 转 6701 

邮箱：jspx@nae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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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河南省参训人员回执表 1 

 

高校（盖章）：              

高校培训负责人信息 

单位名称 姓名 部门与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邮箱 

               

高校培训联系人信息 

单位名称 姓名 部门与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QQ 或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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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参训人员回执表 2 
 

高校（盖章）：                                      

参训学员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姓名 电话 备注 

 1            

 2          

 3           

 4           

 5          

备注： 

1.参训学员为教师管理者，每所学校限报 5名； 

2.参训单位报回名单时，请同时报回 word格式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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