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大学本科生 2021-2022 学年学风建设工作报告 

 

一、指导思想 

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贯彻落实上海大学本科教育大会工作要求，努力培养全

面发展的卓越创新人才，根据《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和改进高等

学校学风建设的实施意见》的工作要求，上海大学紧紧围绕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教育方向，建立健

全校院两级学业发展服务平台，努力构建精准化、精细化的学风

建设工作体系。学校领导高度重视学风建设，强化顶层设计，稳

步有序推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现就 2021-2022学年本科生学

风建设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二、具体举措 

1.打造完备工作布局，为推进本科生学风建设构建多层体系

平台。继续深化上海大学本科生学业发展指导中心建设工作，推

进以第二课堂为核心的学业与发展指导体系建设。建立包括校院

两级、多部门联动的组织系统，涵盖课业、知识、能力、发展的

指导体系，囊括专业教师、辅导员、学生朋辈、校友、社会力量

的师资队伍，覆盖各个年级、各类群体的目标对象体系，以及包

括活动、论坛、沙龙、咨询、课程、社团、线上群组的形式体

系。开展微积分考前辅导、微积分一对一咨询、大学英语四级考



前辅导等多项学业指导活动，已累计开展答疑辅导项目 1400余

场，受益学生近万人次，取得良好的效果。 

2. 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回应多层次、多方面的学业发展诉

求，精准育人开展学业为基、发展为要、思政为魂的项目品牌建

设。围绕学业促进、学术提升、发展领航、学风建设、研究咨询

五项职能，针对分级、分层、分类学生的特点，开展一系列工作

项目。2022年以来坚持学风建设不停歇的原则，启动线上工作模

式，积极组织各学院分中心相聚云端，有序开展线上学风建设品

牌特色活动，用特殊的方式演绎着学习的别样精彩。中心指导各

分中心开展品牌特色活动 460项，累计近 2万人次参与各类学风

建设特色活动，例如，试读期学生调研帮扶为学业最困难的同学

雪中送炭，本科生学术论坛引领学有余力的同学开展学术起步，

“不亦乐乎下午茶”导师沙龙为同学们答疑解惑、人生领航，

“朋辈故事汇”朋辈沙龙促进跨年级、跨专业同学之间的交流、

学习和成长、“不亦乐乎下午茶”112期，“朋辈故事汇”121

期，学术论文写作指导和学术论坛等发展领航。  

3.开展第四届本科生学术论坛，进一步激发本科生科研热

情，促进本科生教学水平、培养质量及创新能力的提高。上海大

学本科生学术论坛定位是我校本科生最高水平的年度学术盛会，

旨在以本为本，激发本科生学术创新意识，展示本科生学术创新

成果，搭建本科生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加快培养敢于创新、勇

于实践、追求卓越的一流人才，建设一流本科教育。上海大学第



四届本科生学术论坛组委会共收到来自 25个学院（系）的 476篇

论文投稿，投稿量再创新高，涵盖文、史、哲、经、管、法、

理、工、艺术等各学科，实现专业学院全覆盖。为庆祝中国共产

党建党 100周年和纪念上海大学建校 100周年，本届论坛特设

“红色专项”论文赛道。本届论坛受到央广网、上海大学新闻网

等媒体的报道，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三、工作成效 

1.各学院百花齐放，打造院系特色品牌活动，助力学风建设。

各学院根据自身特色积极开展“一院一品”学风建设工作。各个学

院结合自身学院特点，在学生管理工作上采取一系列措施并举办众

多特色活动项目，为学院优良学风的营造，学生思想教育的引领保

驾护航。25个学院学业发展指导分中心围绕学院中心工作，充分发

挥各自学院的特色和专长，形成助推拔尖学生科研，夯实全员基础

和联动院内外的工作局面，持续助推实现培养全面发展的卓越创新

人才目标。 

2.聚焦班级小单元，建设良好班风，激发学生动能。2022年以

来积极开展本科生学风建设月系列活动，以“严谨、勤奋、求实、

创新”的优良学风为主题，围绕我校人才培养目标，以学风建设为

抓手，以班风建设为重点，引导学生努力形成勤学、善学、好学、

乐学的优良学风。在今年的“学风建设月”期间，面向已立项的卓

越班级，上海大学第二届本科生“学风优秀示范班级”评选活动顺

利开展。为充分发挥班级在学风建设的作用，学风建设月期间还开



展了第二届“卓越班长论坛”，三名往届卓越班长代表作为发起人，

与来自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卓越班长候选人一起参加论坛，25 个

学院的 66 名优秀本科生代表群策群力，分小组展开讨论，共同完

成了《上海大学班级建设指南》的 1.0版。此外，学风优秀示范班

级从班级建设、党支部建设、学风建设、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宿

舍建设、创新工作与特色活动等六个方面进行评定，经过班级自荐、

学院推荐、专家评审，选拔出 66个班级荣获“学风优秀示范班级”。  

3.完善工作布局，搭建本科生学风建设多层次平台。持续推进

以第二课堂为核心的学业与发展指导体系建设，本科生学术论坛火

热进行，此次论坛搭建了本科生与导师交流的良好平台，在本科生

群体中已经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增强了本科生的专业理论自信和

学术自信。为此，本科生学术论坛力图建设成为上海大学的品牌活

动标杆，成为培养全面发展的卓越创新人才的一个缩影，以加快推

动建设一流本科教育，助力上大学子成长成才。 

除此之外，我校通过新生入学教育、首日教育等专题学习机会，

坚持进行诚信教育，引导学生树立诚信意识，坚持以生为本，打造

优良学风，培养全面发展的卓越创新上大人。 

四、未来努力 

学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院校两级通力合作，学术论坛连续

开展，我校的学风建设虽已取得显著成效，学习氛围浓厚，但还需

要进一步深入和强化。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进一步注重学风建设与思想建设的结合。党的领导是我国高



校的鲜明底色和本质特征，高校以党风带校风促学风是行之有效的

方法。为更好地开展学风建设工作,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发挥

学生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加强对学生的诚信教育和学术规范教育。 

2.进一步完善校院两级运行机制及网络平台建设。进一步强化

学术创作资源保障机制，着力整合各部门资源,畅通沟通渠道,打造

校、院两级双引擎，完善校院两级运行机制，对资源调配问题和需

求进行规划。通过加强学院和指导教师引导、举办学术沙龙等方式，

力图激发学生们的创作热情。同时认识线上开展活动的重要性，充

分运用网络的便利性，刻画学生学业成长轨迹，为学生学业指导工

作提供助力。 

3.进一步发挥朋辈教育的辐射作用。本科生学术论坛，学生是

科研和学风建设的主体。遵循大学生的成长规律，积极发挥学生自

我教育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作用，放大朋辈教育的示范作用。要

有针对性、有重点地激发学生主体意识，促成学生发展自觉性的形

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