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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校本〔2023〕12号

东北林业大学关于印发《东北林业大学

核心课程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学院及有关单位：

《东北林业大学核心课程建设实施方案》已经 2023年 7月 5

日学校第八次校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东北林业大学

2023年 7月 7日

东 北 林 业 大 学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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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林业大学核心课程建设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落实《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

（教高〔2019〕8号）《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关于加快新农科建

设推进高等农林教育创新发展的意见》（教高厅〔2022〕1号）《东

北林业大学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实施方案》（东林校教〔2020〕20

号）《东北林业大学关于修订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原则意见》

（东林校教〔2021〕25号）等文件要求，学校决定开展核心课程

创新实践，夯实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强化本科人才培养根基，推

进实施一流本科教育行动，特制定本方案。

一、建设范围

纳入 2022 版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通识教育必修课、公

共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以及后续更新增设的同类课程。

二、建设目标

坚持立德树人，推进党的二十大精神进课堂、进头脑、进教

材。结合 2022版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的新知识课程体系，

对标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相关要求，全面审视通识教育必修课、

公共基础课的宽厚度，专业核心课的精实度，课程之间的衔接度、

知识体系的延展度、教学环节的有效度、学生学习的挑战度等方

面，推动教师系统开展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试方法改革和教

学团队建设，建成一批能够体现学校本科教育优势特色、融汇业

界前沿、凸显数字赋能、教学成效显著、适用范围广、受学生欢



— 3 —

迎的核心课程，牵引带动相关领域核心教材、核心师资、核心实

践项目建设，建立和完善不断促进育人质量提升的长效工作机制。

计划 3年期间建设数量不少于 200门，5年内实现核心课程

建设全覆盖，在此基础上选树 50门左右的“标杆课程”。充分发

挥课程的育人功能和示范效应，有力支撑学校高水平创新人才培

养体系建设。

三、建设原则

1.育人为本，内涵发展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强化育人意识，纵深推进课程思政

建设。在更新教育教学理念、改革教学方法和构建多元评价体系

等方面深耕细作，一体化推动课程、教材、教师、实践、教法等

全要素改革，持续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发展。

2.分类建设，精准施策

结合学校一流本科专业建设、专业认证、“四新”建设、学科

专业特色发展等，强化分类指导、分类推进、精准施策，建成具

有东林特色的核心课程群。

3.目标导向，注重实效

立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人才培养实际，完善核心课程体系，

坚持通专融合、优化重构教学内容，加大课程整合力度，建设一

批高阶性强、创新性足、挑战度高的核心课程，持续提升实践教

学环节比重，构建人才培养新模式，提高教学实效。

4.广泛参与，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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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优势力量，提高资源共享。可采取虚拟教研室建设模式，

进一步夯实基层教学组织建设；激发“大先生”“好教师”参与热

情，以院士等顶尖学者领衔或担任顾问，每门课程设牵头专家，

积极培育优秀核心课程教学团队；开展有组织的课堂观察及培训

交流，实现优质资源共享，提升教师教育教学能力。

四、建设内容

1.体系化更新教学内容

准确把握育人方向，将课程思政融入教学全过程。聚焦新农

科、新工科、新文科建设，聚力多学科思维融合、产业技术与学

科理论融合、跨专业能力融合等，将科技成果及时融入教学内容，

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构建新知识体系，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与综合素质，推动课程综合化、项目化、专题化改革，加强大学

分课程建设，提升课程“两性一度”。公共基础课要注重与专业教

育彼此渗透、有效联动、适当引入专业实例，汇聚合力、协同运

作，有力支撑相关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2.规范化制定教学文件

进一步加强核心课程教学大纲、教学日历、教案等教学文件

的规范化制定与管理，扎实开展集体备课制、听课制、评课制、

教案研讨、答疑制（Office hour）等教学制度。同一门课程应统

一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试评价，严格按照教材管理办法统一

规范选用教材、习题集，公共基础课面向不同专业授课时应根据

各专业培养目标，与专业研究制定不同的教学案例等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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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纳入教学大纲，赋能人才培养。

3.标准化建设教学资源

加强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充分利用“数字+”

跨界融合、创新驱动、重塑结构等特征，融合创新教学模式，全

面梳理知识体系，优化重构教学内容，统筹开展教学视频、课件

案例、课程思政元素、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习题作业、试题

库等教学资源一体化、标准化建设，加快推进教育数字转型与智

能升级。以前沿科研成果支撑，加快建设基于知识图谱的新形态

数字化教材，推动前沿科研资源及时转化为教学资源；强化核心

实践项目建设，依托高水平科研实验室、科研院所及企业研究机

构等，搭建实践项目平台，促进学生早进课题、早进实验室、早

进团队。

4.精细化推动教学改革

深入落实教育评价改革，深化落实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实施方

案，探索数字教育新模式，深度更新教育理念、变革教学方式、

创新教学评价。强化“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深度转变学生

学习方式，积极实施研究性学习、推行挑战性学习，开展翻转课

堂、研讨教学、PBL教学等教学模式，形成混合式教学高质量开

展新常态，实现教学模式的创新、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和师生良

好互动的新局面，促进课程目标达成。深度构建多元化评价体系，

积极探索评价内容、评价主体、评价方式等多元化路径，激发学

生学习潜能，提升学生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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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设与认定程序

1.制定规划

各学院（部）按照现有基础等教学实际做好核心课程建设规

划，选优配强课程负责人，组建优秀教学团队，科学制定课程建

设内容和育人目标。

2.推荐课程

本科生院组织对学院（部）制定的核心课程建设规划从全校

视域给予意见建议，学院（部）研究完善后，深入推进课程培育

与推荐工作。

3.立项评审

本科生院负责组织获得推荐课程的立项评审。校级及校级以

上一流本科课程原则上不再重复立项，但仍需参照核心课建设原

则与建设内容持续进行课程改革并备案。

4.开展建设

纳入立项建设的课程，实行学院（部）指导下的教学团队负

责制，建设期一般为一年，课程负责人负责组织具体建设工作，

按季度向学院（部）提交建设进展情况。

通识教育必修课及公共基础课需由基层教学组织成员共同

建设、统一应用并组织教学实施。

5.组织验收

立项课程纳入课程评估体系，融合一流课程建设与验收要求，

由本科生院组织开展验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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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课程认定

通过验收的课程，认定为校级一流本科课程。通识教育必修

课及公共基础课的课程主讲教师由教学团队提出申请，学院（部）

对其进行资格认定，并向本科生院备案，经认定的主讲教师在评

职晋级时享有课程负责人资格。

7.选树标杆

标杆课程由学院（部）择优推荐，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审核、

评选。标杆课程在评职晋级、评奖评优中参照“国家级一流本科

课程”成果认定。

六、保障措施

1.对课程建设进行的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给予政策支持。

2.提供课程建设运行所需要的课程平台、教学空间设施、数

字化资源建设等技术条件保障。

3.核心课程的建设经费由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专项资金等

给予充足保障。

4.课程及课程负责人在同等情况下，优先获得推荐各级各类

教学项目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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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主动公开）

东北林业大学学校办公室 2023年 7月 7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