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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广东省
高职院校课程思政示范计划

验收登记表1

项目类别：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项目名称： 损伤鉴定

所在学校（公章）：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项目负责人（签名）： 宋健文

项目参与人： 无

项目建设起始时间：2023 年 4 月 24 日

填表时间： 2025 年 7 月 4 日

广东省教育厅 制

2025 年

1本表适用于课程思政示范高职院校、教学研究示范中心、示范团队、示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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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建设基本情况（限 500 字以内）

（一）建设目标与内容

1. 模式创新：出版《法医人体损伤鉴定》《司法鉴定文书》2 部思

政融合教材，修订课程标准，建立“专业能力+思政素养”双维度

评价规范；

2. 资源供给：凝练爱国主义、坚定信念等元素，建成文字、视频、

图片思政素材库；

3. 课堂融入：开发 10 个典型思政教学短视频（如脊柱损伤鉴定嵌

入“脊梁精神”），设计精准教案，实现多元教学路径；

4. 数字平台：依托超星学习通、钉钉搭建线上资源库，支持作业

布置与考核评价。

二、实施路径与特色

1. 分层推进：2023 年完成教材出版与元素提炼，2024 年建成课程

素材资源库并上线平台；

2. 教学改革：以“短视频点睛+任务驱动”方式，在损伤鉴定等实操

中深化职业素养；

3. 评价创新：增设课程思政专项考核（占 5%），量化育人成效。

三、标志性成果

1. 资源系统化：形成“3大元素库+10思政视频+2教材”省级示范资

源包，部分资源已在省外三所兄弟院校使用。

2. 模式可推广：总结“三全育人”教案模板，为司法类课程提供“专
业-思政-技术”融合范式；

3. 成效显著：学生职业素养得到提升，期末考试通过率 100%，用

人单位评价毕业生“职业使命感显著提升”。

四、保障与可持续性

学校专项投入，依托省级生产性实训基地开展情景教学，形成“院

校-行业-企业”协同机制，为湾区及司法鉴定专业法治人才培养输出

可复制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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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建设任务和目标完成情况2

应完成要点数（个） 已完成要点数（个） 完成率（%）

16 16 100%

主要建设任务3

（分条列举）

现阶段已完成任务

（分条列举）

尚未完成的建设任务

（分条列举）

1.出版教材《法医人体

损伤鉴定》

1.出版教材《法医人体

损伤鉴定》
无

2.出版教材《司法鉴定

文书》

2.出版教材《司法鉴定

文书》
无

3.形成课程思政评价规

范

3.形成课程思政评价规

范
无

4.修订课程标准 4.修订课程标准 无

5.集体备课 1次 5.集体备课 1 次 无

6.确立课程思政元素 6.确立课程思政元素 无

7.形成文字类课程思政

教学素材库

7.形成文字类课程思政

教学素材库
无

8.形成多媒体课程思政

教学素材库

8.形成多媒体课程思政

教学素材库
无

9.拍摄典型案例教学短

视频 2例

9.拍摄典型案例教学短

视频 2 例
无

10.制作 2 个典型课程

思政新教案

10.制作 2 个典型课程

思政新教案
无

11.拍摄典型案例教学

短视频 8 例

11.拍摄典型案例教学

短视频 8例
无

12.制作整门课程典型

思政新教案

12.制作整门课程典型

思政新教案
无

13.在超星学习通上建

立课程账号

13.在超星学习通上建

立课程账号
无

14.布置线上课程思政 14.布置线上课程思政 无

2 本表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添加行。
3 主要建设任务由项目负责人根据项目申报、立项、管理、验收等文件要求，结合项目申报书（含申请书、任务

书等，下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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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作业

15.打造课程思政超星

学习通线上教学平台

15.打造课程思政超星

学习通线上教学平台
无

16.打造课程思政微信

群线上教学平台

16.打造课程思政微信

群、钉钉线上教学平台
无

建设举措和建设目标

（分条列举）

现阶段已经落实的

建设举措和已经实现的目

标（分条列举）

尚未实施的举措

和未完成目标

（分条列举）

1.形成课程思政教育的

相关素材资源库，包含

文字、图片以及视频资

料等

1.形成课程思政教育的

相关素材资源库，包含

文字、图片以及视频资

料等。

无

2.将思政教育有机融入

课堂教学：确定不同章

节的课程内容导入具体

途径以及方式，并拍摄

典型课程思政短视频

10个；通过课程标准重

新设计并修订课程目

标。

2.将思政教育有机融入

课堂教学：确定不同章

节的课程内容导入具体

途径以及方式，完成整

门课程教案的修改，并

拍摄典型课程思政短视

频 10个；通过课程标准

重新设计并修订课程目

标。

无

3.打造线上《损伤鉴定》

课程思政教育平台：利

用超星学习通平台、微

信群等，将相关的课程

思政短视频及教案上传

到平台。

3.打造线上《损伤鉴定》

课程思政教育平台：利

用超星学习通平台、钉

钉、微信群等，将相关

的课程思政短视频及教

案上传到平台。

无

4.改革教学内容、教学

方式和课程评价方式，

形成《损伤鉴定》课程

思政教学的经验和模

式。

4.改革教学内容、教学

方式和课程评价方式，

线上考核与思政作业，

期末考卷加入课程思政

题，形成《损伤鉴定》

课程思政教学的经验和

模式。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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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预期成果达成情况4

预期成果（分条列举）
现阶段已完成的建设成果

（分条列举）

尚未完成的预期成果

（分条列举）

1.出版含课程思政元

素的专业教材 2 部

1.出版含课程思政元

素的专业教材 2部
无

2.拍摄含课程思政元

素视频 10个

2.拍摄含课程思政元

素视频 10个
无

3.建立线上课程思政

学习平台

3.建立线上课程思政

学习平台
无

4.修订课程标准 1 个 4.修订课程标准 1 个 无

5.制作含课程思政元

素的新教案 1套

5.制作含课程思政元

素的新教案 1套
无

6.发表论文 1篇 6.发表论文 1篇 无

7.课程思政评价规范

1 个

7.课程思政评价规范

1 个
无

8.典型教学案例设计

2 个

8.典型教学案例设计

2 个
无

（项目主要成果目录，需提供实证或佐证材料，材料另附）

1.教材 2 本：《法医人体损伤鉴定》《司法鉴定文书》；

2.含课程思政元素视频 10个；

3.线上课程思政学习平台-学习通；课程思政教学素材资源库 1 个；

4.新修订课程标准；

5.含课程思政元素的新教案；

6.科研论文 1篇；

7.课程思政评价规范；

8.典型教学案例设计；

4 本表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添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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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建设水平

（包括：项目建设质量、成果应用情况、在全省的示范点和推广情况等）

（一）建设质量：项目高质量完成四大建设任务：1.资源体系化：出

版 2 部思政融合专业教材；2.建成含思政元素的思政资源素材库；3.

教学创新化：开发 10个典型思政短视频，设计“课前导入-案例渗透

-实训强化”精准教案；4.平台数字化：依托超星学习通、微信群搭

建线上资源平台，实现作业布置等；5.评价科学化：首创“专业能力

+思政素养”双维度评价体系。

（二）成果应用成效显著：1.模式可推广：总结“三全育人”教案模

板，为司法类课程提供“专业-思政-技术”融合范式；2.模式已在本

校同一专业其他课程中进行推广，部分资源并在湖南、江西及吉林司

法警官职业学院教学中使用；3.成效显著：学生职业素养得到提升，

期末考试通过率 100%，用人单位评价毕业生“职业使命感显著提升”。

（三）省级示范推广有亮点：1.学校专项投入资金，依托省级生产性

实训基地开展情景教学，形成“院校-行业-企业”协同机制，为湾区

法治人才培养输出可复制经验。2.形成示范课程思政专业的素材资源

库，为专业相关课程提供参考，相关研究成果公开发表在专业期刊上，

为后续的推广提供基础。3.部分教学资源被省外三所兄弟院校使用并

做出积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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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经费落实和使用情况

申报时承诺的

项目建设总经费

（万元）

已到位

建设经费

（万元）

资金到位率

（%）5

已支出

建设经费

（万元）

资金支出率

（%）6

9.16 11.75 100% 11.75 100%

申报材料上的经费使用方案

子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比例(%)

1.创新课程思政建设

模式
8 87.34%

2.优化课程思政内容

供给
0 0

3.将思政教育有机融

入课堂教学
1.16 12.66%

4.建设课程思政优质

数字化资源
0 0

合计 9.16 100%

经费实际收支情况（请具体列出项目经费收入细目和项目支出细目）

1.项目收入：创新强校专项资金 80000 元；现代职业教育提升

计划专项资金 37533.18 元。共收入：117533.18 元。

2.项目支出：出版教材《法医人体损伤鉴定》40000 元；出版教

材《司法鉴定文书》 40000 元；课程视频录制费用：37533.18 元。

项目共计支出 117533.18 元。

（学校财务盖章）：

年 月 日

5 资金到位率=已到位建设经费/申报时承诺的项目建设总经费。
6资金支出率=已支出建设经费/已到位建设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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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后续建设规划（限 500 字以内）

（可以填写后续建设设想或应用推广计划等）

后续建设设想：

1. 开发动态监测工具：依托超星平台数据（作业完成度、案例讨

论参与率），结合学生实训表现、司法鉴定伦理情境模拟测试等，建

立“线上行为分析+线下实操评估”的双轨评价模型。

2. 引入行业反馈机制：与司法鉴定所合作，跟踪毕业生执业表现，

收集用人单位对职业操守、科学精神的评价，反哺课程思政目标调整。

3. 建立“警法类院校课程思政共同体”：联合广东警官学院及省

外警官类院校，共享《损伤鉴定》思政素材资源库，共建司法鉴定伦

理案例库（如涉 DNA 证据的公正性判例），开发跨校思政微课竞赛机

制。

4. 开发职业培训模块：将课程思政短视频转化为司法鉴定人继续

教育素材（如“鉴定文书写作中的伦理风险防控”专题），纳入广东

省司法鉴定协会培训体系。

5. 输出“课程+思政”标准范式：总结“案例导入-职业价值剖析-

实操强化”教学模式，形成《司法技术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指南》，

供同类院校参考。

推广路径：以省级示范项目为基点，通过“资源开源（平台共享）

+标准输出（行业指南）+生态联动（院校-协会合作）”，实现从课

堂教学到职业素养培养的全链条覆盖；模式既在要在省外同类专业推

广，也要在省内相关专业之中贵广。

七、项目负责人承诺

本人确认本表内容真实无误、准确，没有弄虚作假或学术不端等行为。

签名：

2025 年 7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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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项目校内验收专家组意见（需附验收实证材料）

校内验收专家

序号 姓名 职称/职务 所在单位 联系方式

1

2

3

4

5

….

专家组意见（200 字以内）

九、学校项目管理部门意见

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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