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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改革过程中，始终坚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导向，着力培

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第一，构建思政育人“主阵地”，加大对授课教师的培

训，培训重点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宪法法

治意识、道德修养等重点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给，提升教师

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意识和能力。将课程思政建设工作落实

到课程教学各方面，贯穿于人才培养各环节。着力健全课堂

教学管理体系，推进现代信息技术在课程思政教学中的应

用，综合运用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努力拓展课程思政建设

方法和途径。以学科为基础，建立学生党支部、团支部。积

极组织研究生党员、团员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第二，打造文化育人“新基地”，结合国家文化强国的

育人理念，围绕学校文化建设方案，结合社会工作研究生人

才培养方案，切实开展富有文化内涵的校园活动，以学生第

二课堂为主阵地，将学生思想引领与学科培养相结合，把好

学生文化观，价值观，思想观。开展了“国学文化节”、“研

究生读书沙龙”、“研究生学术年会”等一系列具有学科专业

特色的文化活动。 

第三，推进网络育人“新领地”，近年来，网络、新媒

体、信息化手段不断发展，以网络思政工作为基础，以文蹊

工作室、吉农人文公众号为媒介，构筑新媒体矩阵，开拓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努力提升网络育人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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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2021 年社会学专业研究生启用新版培养方案及课程大

纲，并按照学科方向设置选修课模块。经过遴选新增社会学

导师 2 人，其中教授 1 人，副教授 1 人。在日常研究生培养

过程中，注重学生学术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双重培养，形成了

“科研团队组会”、“研究生读书会”等日常学术交流机制。

开展 8 次“德润桃李”系列学术讲座和学术交流活动，每年

定期组织开展“研究生学术年会”，激发研究生学术热情，

提升科研能力。 

2021 年，学院承办了吉林省社会学会 2021 年学术年会 

暨“实现社会高质量发展与推动东北振兴”学术研讨会，吉

林省家政学会 2021 年学术年会暨“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家政

学”学术研讨会，“聚焦乡村社会治理、共谋乡村文化振兴”

吉林省乡村振兴高端学术交流活动等多个学术会议，为学生

提供学习和交流平台。社会学专业研究生 3 人参与了吉林省

社会学年会并在分论坛发言，学术论文获省社会学年会优秀

论文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 

继续设置“吉林省家政服务业研究中心开放课题”，鼓

励研究生作为项目负责人参与申报，并给予资助。社会学专

业研究生共 4 人获得立项，其中重点课题 1 项，一般课题 3

项。 

学院新修订研究生奖学金、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校长奖

学金评选方案及细则，突出研究生奖学金评选中的科研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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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重点支持取得代表性成果、发表高水平文章的学生。鼓

励学生参与导师科研课题。 

 

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在研究生培养上，从硬件方面，一是设立两个研究生自

习室，配备相关硬件设施，提供研究生日常固定学习、交流

空间；二是从机制上，形成“科研团队组会”、“研究生读书

会”制度，鼓励研究生参与导师科研项目。 

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强化研究生导师负责制，突出导师

作为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在研究生培养各环节和经费上

细化管理，给予导师更多的自主权。 

 

五、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学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学科教师队伍仍旧薄弱，

现有导师队伍人数较少，仍需要不断培养和引进新鲜师资力

量，专任教师队伍中，博士学位比例较低，且多年没有新引

进人员；二是高水平学术成果产出不足，在高水平期刊发表、

国家级课题立项方面还有待突破；三是学科学术影响力不

足，在家政学成为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后，学术成果仍旧较少，

在社会学主流中缺乏话语权和影响力。 

本年度学位论文外审有一人次未通过，延期毕业。总体

来看，大部分学位论文能够达到硕士论文要求，但缺乏足够

优秀的论文，没有论文获得校级和省级优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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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改进措施 

针对学科发展存在的问题，下一步工作主要从几个方面

进行： 

第一，通过引进高水平人才和优秀博士，扩充学科师资

队伍。一方面采取柔性引进的方式，力争引进国家级人才计

划教师，作为学科发展的领军人物；另一方面，积极联系省

内外高校优秀博士毕业生，引进数名年轻教师。 

第二，提升专任教师学历结构。通过定向培养、在职进

修等方式，鼓励还没有博士学位的年轻教师攻读博士学位。 

第三，将现有内部出版物《家政视野》建设成为正规学

术期刊，建立家政学学术的影响力和全国范围内的学术交流

平台。 

第四，通过科研团队的活动，激励师生发表高水平学术

论文和学术专著。 

第五，强化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在开题、预答辩环节

增加校外专家，对论文写作全过程质量进行管理。强化导师

责任制，将导师招生数量与指导研究生论文质量相挂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