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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制定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师集体备课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 

 

学院各部门： 

为深入贯彻落实《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

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集体备课制度落地见效，进一步促

进和提高我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教学水平，推动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研究，切实改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效果，

特制定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集体备课制度

的实施办法。 

特此通知。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3 年 5月 18日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3 年 5 月 18 日印发 

校对：刘  锦                          （共印 10 份） 



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集体备课制度的实施办法 

为深入贯彻落实《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2021年本）》

（教社科［2021］2号）文件精神，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集体备

课制度落地见效，进一步促进和提高我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教学

水平，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切实改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

教学效果，特制定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集体备课制度

的实施办法。 

一、集体备课的目的 

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以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根本目标，充分发挥

思政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关键课程的作用，全面推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工作，确保社

会主义办学方向和以立德树人工作为出发点的立场不动摇。 

备课是讲课的起始环节，是教师取得满意教学效果的先决条件。

集体备课是教师在个人备课的基础上，相关教师共同研讨，完善教学

方案。 

1、集体备课可以统一教学基本要求和进度，使全体教师密切配

合，实现教学资源共享，整体提高教学质量。 

2、集体备课可以集思广益，交流经验，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充分发挥集体智慧，齐心协力，共同提高教学水平。 

3、集体备课可以发挥老教师的传、帮、带作用，有助于青年教

师的培养与教师教学能力的提高，形成严谨治学的良好教风。 



二、集体备课的时间和要求 

1、各教研部（室）需认真制订一学期“教研部（室）集体备课

计划”，确定备课主题，明确每次集体备课主备人员。教研部（室）

集体备课要纳入教研部（室）的教学工作，备课计划开学第一周要上

报学院教务办公室备案。 

2、各教研部（室）可利用周五下午集体不排课的时间，每月至

少举行一次集体备课，每次不少于 1.5 小时，确保讨论深入、透彻。

教研部教师无特殊情况不得缺席，若与集体活动发生冲突，由教研部

主任牵头，及时补上。 

3、讲授 2-3 章内容之前必须集体备课一次。备课会之前 3 天上

报学院教务办公室备案（包括主备人、主要内容、时间、地点）。 

4、主备教师须精心研究所承担的教学内容，必须备学情、备三

维目标、备重难点、备教法、备学法、备教学设计。 

5、每次集体备课应认真填写好《集体备课记录表》，记录本妥

善保存，每月上交学院教务办公室备案，备课会结束后需写好集体活

动简报。 

6、集体备课工作的开展，具体由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负责组织、

落实、检查和督导。 

三、集体备课的形式 

1、对重大教学活动，如现场公开课、教学竞赛等实行学院集体

备课；日常教学由各教研部（室）安排集体备课活动。 



2、主备课人主讲，汇报讲授重点、难点、授课时间安排及教学

参考文献。 

3、老教师示范精讲教材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4、青年教师试讲教学环节安排、课堂练习、课后作业的设置。 

四、集体备课的流程 

1、主持人宣布备课计划安排，对本次集体备课做必要说明。 

2、主备课人介绍备课情况，展示教案、讲稿和课件，阐述教学

思路和教学方案设计或进行预讲。 

3、集体研讨。参加备课人员针对备课情况发表个人意见，交流

教学经验、体会，提出改进意见。 

4、主持人对研讨情况进行归纳、总结，对教学方案提出修改、

调整意见，达成共识。主备课人根据意见进行教学调整。 

5、集体备课记录。由专人记录好集体备课时间、地点、主持人、

参加人员、主备课教师、备课内容、集体讨论内容及小结等。 

6、教学实践反馈。集体备课后，通过教学实践的检验，对出现

的问题进行反思，对教学方案进行再修改，通过集体备课积累经验，

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