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陕西省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办法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重要指示

精神，将“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大先生”等批示指示

精神落地落实，持续抓好高校师德师风建设，做好“陕西省高校

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一、目的意义 

通过创建“陕西省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组织引导全省

高校教师和科研工作者以黄大年同志为榜样，心有大我、至诚报

国，教书育人、敢为人先，淡泊名利、甘于奉献，把爱国之情、

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融入人民创造历史

的伟大奋斗之中，从自己做起，从本职岗位做起，为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

力量。 

二、名额范围 

从 2022年起连续三年，在全省普通高等学校范围内开展创

建活动。计划创建“陕西省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80 个（含

已入选国家团队 20 个）。陕西高等学校（含部属高校、军队院校）



符合条件的教学科研单位、创新团队均可申报。 

三、基本条件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

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注重加强教师队伍党

的建设，重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师德师风、教育教学、

科研创新、就业创业、社会服务等方面成绩突出，为教育改革发

展稳定作出重要贡献（具体标准见附表）。 

四、工作程序 

1.各高校要严格对照“陕西省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基本

条件和创建标准，制定本校实施措施、宣传方案、奖励办法等，

结合实际开展创建和宣传工作。要做到“破五唯”评价，严格把

关团队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无符合条件的团队可放弃申报。高

校按程序遴选推荐团队，公示无异议后，按要求向省教育厅提交

申报资料。 

2.省教育厅组织专家团队进行评选，通过择优遴选、公示公

开、确认名单等环节进行创建。 

五、奖励措施 

坚持精神奖励、典型宣传和支持发展相结合，省教育厅将在

重大教育改革试点、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把国家级和省级高校



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情况作为重要观测指标之一。对认定的

“陕西省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颁发牌匾和证书，择优推荐参

评“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团队成员在申报省级及以上

的人才支持计划、教学名师、优秀教师、教书育人楷模、全省教

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等工作中，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各高校要结合现有科研计划和人才计划，在拓展发展通道、

承担科研任务、提供保障条件、加大激励力度等方面对团队及成

员给予重点支持。 

六、宣传引导 

对认定为“陕西省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的，省教育厅将

会同省级以上主流媒体，对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突出业绩、先

进事迹进行专题宣传报道，各高校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正面典型

宣传，号召广大教师以他们为榜样，以赤诚之心、奉献之心、仁

爱之心投身教育事业。 

 

 

 

 

 

 

 

 



 

附表 

陕西省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标准 

创建项目 创建内容 

师德师风 

心有大我，至诚报国。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有理想信念、

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传承和弘扬延安精神、“西

迁精神”，贯彻落实陕西省“师德师风三年行动计划”。坚持教书

和育人相统一、言传和身教相统一、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

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立教，

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赤诚之心、奉献之心、仁爱之

心投身教育事业，品德高尚，淡泊名利，为人师表，广受师生好

评 

教育教学 

立德树人，教书育人。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积极参与“陕西省高校教学名师引

领计划”。教育教学理念先进，及时将最新科研成果融入教学。重

视教育教学研究，在教育思想、内容、方法等方面取得创造性成

果，并广泛应用于教学过程，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教授均为

本科生、专科生上课 

科研创新 

敢为人先，开拓创新。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和陕西省经济社会

发展，承担陕西省重点研发计划、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计划、技术

创新引导计划、创新能力支撑计划等省级及以上重点科研项目、

重点工程和重大建设项目的研发任务，取得明显进展，具有持续

创新能力和较好的发展前景。或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

系方面作出重要探索、创新，学术成果丰硕 

社会服务 

知行统一，甘于奉献。注重科研成果转化，突出社会效益。

积极利用“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进行科研成果转化。积极开展

社会实践，组织志愿服务。注重完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优化就

业创业指导服务。或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先进文化，

开展专家咨询和承担公共学术事务等方面的工作 



团队建设 

团结协作，持续发展。带头人具有较高学术造诣和创新性学

术思想、较强组织协调能力和合作精神，在群体中发挥凝聚作用。

专业结构和年龄结构合理，骨干成员不少于 5 人。研发目标明确、

发展规划清晰，注重学习共同体建设，老中青传帮带机制健全，

为教师专业发展搭建通畅平台，整体提升教师教学科研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