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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川 省 教 育 厅
川教函〔2021〕483 号

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的通知

有关普通高等学校：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公布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

目的通知》（教高厅〔2021〕31 号，见附件 1），我省 42 个项目

入选国家级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同时，按照《教育部办

公厅关于推荐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的通知》（教高厅

〔2021〕10 号）要求，我厅组织省内相关高校开展了省级新文

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的推荐申报工作。经学校推荐、形式审查、

专家评审和公示等程序，决定认定 134 个省级新文科研究与改革

实践项目（含国家级,名单见附件 2）。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各项目院校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着力推

进文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发展，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专

业建设质量、课程质量、教材质量和技术水平，加强教育教学的

理论研究、实践、总结和推广，确保项目实施取得实效。

二、各项目院校要制定项目实施计划，为项目实施提供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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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支持和经费人员保障；教务部门负责对项目统一管理，确

保如期完成建设任务；要组织开展项目研讨、成果展示和成果产

出，为我省新文科建设贡献政策思路和方案。

三、我厅将加强项目实施过程的动态管理、指导和检查，对

推进不力的项目予以提醒整改，整改不到位的予以撤项处理。项

目负责人、项目组成员、建设期和建设内容原则上不得变更，特

殊情况须报教育厅同意后备案。

四、省级相关专业类教指委要跟进指导项目实施，组织开展

交流研讨，总结推广优秀经验和典型案例，示范带动全省文科建

设水平总体提升。

附件：1.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公布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

项目的通知

2.四川省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名单

四川省教育厅

2021 年 11 月 8 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8 日印发



附件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高校名称 备注

1 新文科背景下高校课程思政体系与实施路径研究 邹洪伟 绵阳师范学院

2 以“陈毅精神”红色文化推进大学生党史教育 刘铁鹰 成都工业学院

3 新文科与新医科融合的口腔人文医学教育的创新和重构模式研究 谭静 四川大学 国家级立项

4 面向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时代的新文科建设 李怡 四川大学 国家级立项

5 交通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方向的探索与实践 林伯海 西南交通大学 国家级立项

6 新文科视阈下财政学跨专业、跨学科门类交叉发展路径研究 马骁 西南财经大学 国家级立项

7 基于文旅融合的链条式育人机制探索与实践 王建华 西南民族大学 国家级立项

8 培元·融合·弘通——新文科专业创新与内涵建设研究及实践 张红伟 四川大学 国家级立项

9 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金融学专业改造提升路径研究 蒋远胜 四川农业大学 国家级立项

10 巴蜀文化研究与传承拔尖人才培养的改革与实践 刘敏 四川师范大学 国家级立项

11 新时代民族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实践 刘勇 西南民族大学 国家级立项

12 新文科背景下财经类高校统计教育的改革与实践 郭建军 西南财经大学

13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中国语言文学“新文科”优化改革与实践 王猛 西南民族大学

14 面向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地方高校法学专业改造提升改革与实践 傅晶晶 西南石油大学

15 面对新兴行业汉语言文学专业改造提升改革与实践 谢应光 西华大学

16 新文科背景下历史学一流专业建设实践 杨洪贵 西华师范大学

17 “大智移云物”背景下会计学一流专业建设路径研究与实践 戴彬 西华师范大学

18 基于学科融合的学前教育专业改造提升与实践探索 黄英杰 四川轻化工大学

19 价值引领·跨媒融合·多维协同——新闻传播学专业改造提升改革与实践 杨晓军 乐山师范学院

20 地方师范院校“交叉、融合、协同、创新”整体推进传统文科专业改造升级的探索与实践 李树勇 绵阳师范学院

21 新文科背景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的改革探索与实践 阿牛木支 西昌学院

22 媒体深度融合战略背景下新闻传播类专业改造提升改革与实践 冉光泽 四川传媒学院

23 动画专业改造提升改革与实践 陈继光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24 应用型外语院校“法语+”人才培养路径改革与实践 沈光临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25 新文科“艺术+科技”服装专业的交叉融合学科优化建设与实践 赵武 四川大学 国家级立项

26 旅游管理类专业“农旅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郭凌 四川农业大学 国家级立项

27 建设交互新媒体艺术辅修专业，探索融通创新型文科人才培养模式 刘惠 电子科技大学

28 基于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广播电视学专业升级改造路径探索实践 彭贵川 宜宾学院

六、新兴文科专业建设探索与实践

七、新文科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实践

四川省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名单

一、新文科建设发展理念研究

二、新文科建设改革与发展研究

四、新时代文科专业结构优化研究与实践

五、原有文科专业改造提升改革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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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高校名称 备注

29 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学课程体系建设 霍巍 四川大学 国家级立项

30 “案例链接，校企联动”新经管类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宋加山 西南科技大学 国家级立项

31 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文科通识教材体系建设 唐代兴 四川师范大学 国家级立项

32 历史与考古融入学术前沿视野的跨学科通识教育探究 吕红亮 四川大学

33 “新文科+智能” 背景下多学科融合交互设计课程体系与教材体系建设实践 李芳宇 西南交通大学

34 农林院校法学专业“3+N”课程体系改革中的融入问题研究 颜勇 四川农业大学

35 高校文学文化类英语课程思政建设研究 黄驰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36 新文科背景下大学英语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李学芹 西华大学

37 新文科背景下汉语言文学一流本科专业融合、创新型课程体系建设实践 邓春琴 西华师范大学

38 基于课程和教材体系建设的新文科专业融合探索与实践 陈春发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39 文史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 曹顺庆 四川大学 国家级立项

40 四制协同、五化联动、六位一体——经济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 盖凯程 西南财经大学 国家级立项

41 地方高校新文科拔尖创新人才“四制四化”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刘茜 成都大学

42 汉语言文学专业“书院制”培养模式研究 曹佳丽 成都文理学院

43 国家战略引领，政产学研深度融合，探索交通特色产品设计人才培养机制创新 支锦亦 西南交通大学 国家级立项

44 民族地区电子商务专业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创新与实践 贺盛瑜 西昌学院 国家级立项

45 新文科背景下经管学科专业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创新与实践 卓志 西南财经大学 国家级立项

46 面向“新文科”建设的“U-G-I-S四位一体”协同育人机制探索 王安平 西华师范大学 国家级立项

47 “政产学研用”协同培育新商科人才：城市大学商学院的探索与实践 马胜 成都大学 国家级立项

48 文创产品设计教学中的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创新与实践探索 周莉 西南民族大学

49 新闻传播专业“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创新与实践 罗安平 西南民族大学

50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体两翼三协同”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与实践 蓝红星 四川农业大学

51 文理学科交叉背景下经管类专业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创新与实践 花海燕 成都理工大学

52 政产学研用多维协同的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施莉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53 新文科与新工科协同下经管类专业人才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创新与实践 黄萍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54 数字经济背景下商科专业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创新与实践 周佩 西华大学

55 医科院校医事法专业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创新与实践 羊海燕 西南医科大学

56 新经济背景下商科专业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创新与实践 王辉 乐山师范学院

57 政产学研用协同培养新文科人才机制与实践研究 王成端 四川文理学院

58 地方本科院校政产学研协同共育新文科复合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周志凌 宜宾学院

59 民族地区政产学研共育乡村振兴人才机制创新与实践 陈小虎 西昌学院

60 乡村振兴项目驱动下民族地区高校协同育人机制创新与实践——以阿坝师范学院为例 张林 阿坝师范学院

61 构建八协同政产学研用协同育人机制，实践“人文为体，科技为用，艺术为法”的新文科建设范式 张兵 成都东软学院

62 “成都影视硅谷”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创新与实践 陈锦宣 四川传媒学院

63 新商科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创新与实践 左仁淑 成都锦城学院

八、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

九、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创新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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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高校名称 备注

64 基于“电子信息+”的金融学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李平 电子科技大学 国家级立项

65 书院模式下“医+文”复合型人才培养路径与机制研究 刘毅 成都中医药大学 国家级立项

66 乡土情怀、交叉融合、实践取向：西部乡村卓越小学全科教师培养模式 创新与实践 陈寒 绵阳师范学院 国家级立项

67 新文科背景下财经复合型人才培养路径探索与实践 李永强 西南财经大学 国家级立项

68 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财经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廖春华 西南财经大学

69 拉美复合型人才培养生态体系构建研究 陈才 西南科技大学

70 “英语+中医”复合型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 胡正旗 川北医学院

71 新文科背景下多学科融合的特殊教育复合型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 张梅 乐山师范学院

72 地方综合性大学”四位一体“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 叶安胜 成都大学

73 党建引领复合型基层治理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陈世海 宜宾学院

74 “技术型文科”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 傅仕彬 成都锦城学院

75 精准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信息化外语教育模式探索 胡杰辉 电子科技大学 国家级立项

76 理工类高校高素质涉外人才的培养模式与实践探索 邹涛 电子科技大学

77 中华饮食文化一带一路传播领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白洁 四川旅游学院

78 基于跨文化传播人才培养的新文科创新创业教育研究与实践 李成坚 西南交通大学 国家级立项

79 新文科创新创业素养教育体系研究与实践 徐玖平 四川大学

80 应用型本科院校新文科“四年递进式” 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 刁永锋 四川文理学院

81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背景下，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新文科跨学科课
程与实验班建设实践

王启涛 西南民族大学 国家级立项

82 融通文史哲教育培养应用型新文科人才的改革与实践 曾宪文 四川文理学院

83 面向新型智慧城市的SEM式公共管理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与实践 王永杰 西南交通大学 国家级立项

84 信息技术背景下公共管理人才培养改革与教学体系创新 杨菁 电子科技大学 国家级立项

85 新财经光华实验班探索与实践 汤火箭 西南财经大学 国家级立项

86 新技术背景下会计类专业人才培养转型探索与实践 马永强 西南财经大学 国家级立项

87 书院制视野下科技型高校人工智能法学专业的探索与革新 徐文 西南科技大学 国家级立项

88 以经济类国家一流专业建设为抓手，高质量推进经济学领域新文科建设实践 蒋永穆 四川大学

89 基于科研育人的电子商务专业“一体两翼”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艾兴政 电子科技大学

90 “电子信息+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体系改革与实践创新研究 杨菁 电子科技大学

91 新生态下“数智化”经管人才培养的新文科建设实践研究 李军 西南交通大学

92 新科技革命背景下拔尖创新型应用经济学人才培养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赵静梅 西南财经大学

93 新文科背景下行业院校经管类专业商科人才实践能力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郭志钢 西南石油大学

94 地方理工高校会计专业新文科建设实践探索 孙艳玲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95 医学院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新文科建设方案的构建与实践 赵成文 西南医科大学

十一、高素质涉外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

十二、新文科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

十三、文史哲领域新文科建设实践

十四、经管法领域新文科建设实践

十、文科复合型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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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高校名称 备注

96 地方高校经管法专业融合创新实践探索 杜漪 绵阳师范学院

97 面向新经济的应用型经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践 杨勇攀 攀枝花学院

98 应用型本科高校财会领域新文科建设实践——以财务管理、会计专业为例 郑建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99 新文科背景下面向酒店业转型升级人才需求的多方协同育人模式探索与实践 魏昭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100 以“会计+”和“新技术+”为思路构建新财经人才培养新生态的探索实践 陈真子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101 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会计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冯建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102 心理健康人工智能教育平台 宁维卫 西南交通大学 国家级立项

103 地方高师院校教师教育领域新文科建设实践 杜伟 成都师范学院 国家级立项

104 基于跨学科“一流课程”课例研究探索新文科教学模式的改革实践 宋爱玲 西南交通大学

105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理论研究与实践 樊亚琪 西南交通大学

106 民族地区卓越幼儿教师UGKS协同融合培养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朱为鸿 西南民族大学

107 深度学习导向的大学教学方式变革 李松林 四川师范大学

108 “新文科”视域下地方高校小学教育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工程的探索和实践 边仕英、黄远春 西昌学院

109 学科交叉视阙下中国特质创新性艺术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黄宗贤 四川大学 国家级立项

wei73
高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高校名称 备注

129 思政理论课与新文科课程思政对应矩阵及“云共享”模式研究 黄树彬 宜宾学院

130 新文科背景下以一流课程为依托融合现代信息技术的教师教学改革创新与实践探索研究 马涛 成都师范学院

131 新文科教师教学发展示范中心建设 王远均 西南财经大学

132 新文科背景下建立高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机制的西华实践 赵修文 西华大学

133 高等学校新文科教学质量评价方法及监测体系研究与实践 姜晓萍 四川大学 国家级立项

134 地方高校内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重构与实践 蒋超 四川民族学院

十九、教师教学发展示范中心建设

二十一、高校内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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