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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关于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的实施意见 

 

为优化育人环境，浓厚学习氛围，促进信息学院学风建设科

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更好地服务学生成长成才，根据《山东

农业大学学风建设量化考核指标体系》的有关要求，结合学院实

际，现就构建信息学院优良学风长效机制，提出以下十条实施意

见。 

一、加强组织领导，层级落实责任 

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是学院学风建设的第一责任人，分管学

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分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是学院学风建设的

直接责任人，负责制定学风建设的总体规划及相关规章制度。系

主任是各系学风建设的第一责任人，负责落实学院要求，制定本

系学风建设工作制度、工作计划。专业主任是各专业学风建设的

第一责任人，负责加强专业教育，做好本专业学风建设的检查和

监控。班主任是班级学风建设的第一责任人，负责所在班级学风

建设的规划与实施。建立健全院领导→系主任→专业主任→班主

任四级学风建设网络体系，将学风建设情况纳入学院年度绩效考

核指标，层级传导压力，层级压实责任，做到齐抓共管，整体推



进。 

二、加强班主任工作，建设优秀班级 

班主任作为班级学风建设的第一责任人，要密切联系学生，

主动对学生进行思想引导、生活指导和心理疏导，切实加强班级

的建设与管理。班主任工作运行实行“月通报工作情况”、“学期

总结交流”、“学年考核定级”模式。教师的班主任工作经历和业

绩，将作为职称评定、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凡申报高一级专业

技术职务的教师，须有担任班主任的工作经历，且在班主任工作

考核中达到合格以上等级。严格班主任工作考核，凡是所带班级

学生不及格率高于学院平均值、学生到课率低于学院平均、学生

出现违法违纪行为的均不得参加优秀班主任评选。学院将对各班

级的学风状况进行量化考核，评选优良学风班，并进行表彰奖励。 

三、加强课堂管理，提高教学效果 

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第一责任人，要加强课程过程管理，特

别是加强对学生上课出勤、课程作业、平时成绩、课程考试(考

核)、重修课程的管理，课堂设立“手机驿站”，督促学生课前自

觉上交手机，提高课堂效率，课后做好《班级工作记录本》、《课

堂考勤记录本》等的填写工作。学院将采取课堂考勤和抽查相结

合的方式督促教学效果，实行课堂考勤“月通报制度”，凡旷课

三次及以上的学生不得参加该课程的考试。 

 四、加强学业规划，明确成才方向 

专业主任作为专业建设的第一责任人，要围绕信息学院大学

生发展路线图，以专业教育为切入点，对接培养方案，每学期开

展 1-2次专业教育，引导学生逐步明晰大学四年分阶段的培养任

务，夯实学生的专业基础。结合学校专业学业导航编制工作的要



求，做好《学业导航手册》的编制工作，帮助学生更好地熟悉专

业、明确目标、做好规划。 

五、加强骨干培养，发挥示范作用 

重视对学生干部的培养与管理，每学期举办 2-3 次集中培训，

提高学生干部的综合素质，通过开展好班长、好团支书、好学习

委员等学生干部评选活动，充分发挥学生干部的榜样示范作用。

明确学生党员、学生干部的成绩标准，实行学习成绩一票否决权

制，凡学分绩点达不到 3.0 或者专业内排名后 50%的，均不得发

展入党，并根据实际情况，对所担任的学生干部职务予以调整。 

六、加强创新创业，提高综合素质 

充分发挥大学生学术委员会的作用，开展好“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IT创意设计大赛、电子设计大赛、测量技能

大赛、数据挖掘等校级、院级创新创业活动。制定《信息学院创

新创业实践学分工作量核定办法》，设立“学院发展突出贡献奖”， 

评选“创新创业优秀指导老师”，表彰在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中

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严格大学生创新创业学分认定标准、程序，

评选 “大学生创新创业之星”、“优秀大学生创新创业团队”，对

在创新创业实践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学生在先优评选、研究生推免

中优先考虑。 

七、加强学困生帮扶，实现共同进步 

针对学院部分学习困难的学生，要严格过程管理，建立学业

预警机制。对考试不及格、学习有困难、沉迷网络、违纪受处分

的同学要逐一建档，制定并落实“一帮一”等多种形式的助学方

案，实行精准帮扶，帮助他们迎头赶上，共同进步。扎实做好青

年教师党员与学习困难学生结对子、教工党支部与学生党支部结



对子工作，党支部书记是“双结对”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双结

对”活动效果作为评选先进党支部、优秀共产党员的重要条件。

对降级学生开展基于专业课的大学生学术报告活动，做好学习困

难学生的帮扶与转化工作。 

八、加强师生互动，实现教学相长 

利用辅导员名师工作室，开展“院长接待日”、“师生面对面”、

“大学生学术报告”等活动，搭建师生交流平台，实行教学相长。

利用 QQ群、微信等网络平台，运行“OTO”模式，通过微信公众

号推送有关资料，向学生推荐比较好的书目，考试前向学生推送

复习温馨提示等，面向学生进行在线答疑，弥补课堂教学环节中

的不足。 

九、加强行为管理，形成育人合力 

加强对《学生手册》等校规校纪的宣传教育，严格学生请销

假、晚归、夜不归宿等行为管理，严格执行大一学生不允许带电

脑入校等规章制度，对经常出现旷课等违纪现象的学生，要适时

进行交心谈心、批评教育。以每学期放假时给学生家长的一封信

为基础，通过电话、QQ等多种形式，建立与学生家长经常沟通联

络的平台，如实并及时反映学生在校的学习成绩、思想状况和考

试违纪情况，形成学校、家庭合力育人的氛围。 

十、加强先优选树，发挥榜样力量 

开展 “优良学风班（寝室）”创建活动，组织“学习标兵”、

“好班长、好团支书、好学习委员”等评选活动，推出一批思想

健康向上、学习兴趣浓厚、学习成绩优良的班集体、寝室、个人

典型，推广交流经验，发挥榜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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