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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南科技大学校史》分“创建篇、创业篇、崛起篇、校友风采篇”四部分，对西南科技大学半
个多世纪以来走过的历程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记录，对部分杰出校友的事迹作了介绍。
本书收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对学校各方面工作具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
　　本书的读者主要为学校师生员工、校友，学校董事单位、合作办学单位相关人员、关心支持学校
建设和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兄弟院校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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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教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第一节 加强教学管理，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第二节 学科、师资队伍建设
第三节 教学改革第四节 学风建设第九章 加强科研产业管理，提高科研水平，促进成果转化第一节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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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区建设第二节 后勤改革⋯⋯校友风采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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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97年2月，敬爱的邓小平同志逝世的噩耗传来，全院师生员工无比悲痛。
党委及时做出悼念邓小平同志的活动安排，组织全院师生员工学习《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
收看中央电视台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的实况转播，使全院师生员工受到了深刻教育，增强了学习邓小
平理论的自觉性，更加坚定了沿着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的信心
和决心。
　　学院组织了丰富多彩的“庆七一、迎回归”活动。
通过院报专版、知识讲座、演讲比赛、文艺演出、放映《鸦片战争》影片及收看中英两国香港政权交
接仪式实况转播、建国50周年、迎接澳门回归等活动，对师生员工进行中国近代史和爱国主义教育，
增强了师生员工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责任感。
　　各党总支围绕国家教委对学院的本科教学工作检评、45周年校庆活动、省级文明单位验收和申报
硕士点等学院的中心工作，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调动师生员工的积
极性，为学院的改革和发展贡献了力量。
党委宣传部为了宣传学院和学院的好人好事，制作了七期广播节目，分别在绵阳人民广播电台“校园
秋风”和“青春时光”栏目中播出，受到好评。
　　3.强化学风、校风建设和行为管理，努力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　　为了进一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意见的精神和全面推进大学生素质教育，学院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切实加强学生思
想政治工作。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大学生学习教育的核心，采取多种渠道和途径，无论是思政课，还是党（团）组
织生活；无论是社会实践，还是广播板报，包括学生社团活动，在学生中进行深入学习、宣传。
为了加强和改进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学院将思政教研室从社科系划转到学生工作部，按照“坚持
思想品德课的主渠道地位，强化课堂教学与日常教育相结合”的基本思路，学院做了积极的探索：一
是在全院范围内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先后多次召开辅导员和学生工作会议，研究部署思政教
育工作；二是力争做到及时准确掌握学生思想动态，有的放矢，每季度对学生进行动态调查，并在每
学期开学后进行全面的调查；三是加强思政教研室的课程管理、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等，规范教
研活动，加大教学改革力度，探索新的教学手段和方法；四是加强信息传递，及时做好教学和日常教
育的配合，《学生工作》简报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五是及时做好学生日常教育工作，抓好新生入学教
育，进行学习、纪律、安全、文明养成等教育，重视学生心理教育和心理咨询工作，安排教育报告（
讲座）和形势政策报告，利用五四运动80周年、建国50周年、迎接香港、澳门回归等契机开展大量的
活动，对学生进行广泛的教育。
　　学生日常管理工作是一项繁杂的工作，在学院迅速发展并实施辅导员制的新形势下，积极探索，
逐步做到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努力提高管理水平。
学生工作突出了以学风建设为主旋律，以系为主的工作思路，在学生教育（活动）中推动素质教育发
展，学生管理中以学风建设为主线，学生宿舍以“四自”（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服
务）为途径。
侧重抓两支队伍建设，即辅导员队伍建设和学生干部队伍建设，对辅导员加强培训，组织辅导员到成
渝两地高校考察学习，组织研讨和经验交流、撰写工作心得和论文等，提高了队伍素质，增强了队伍
凝聚力。
同时加强了对学生干部的培训、管理和考核工作，举办了干部培训班、组织学生干部走出校门交流学
习等，使学生“四自”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发挥。
在学生的评优工作中，学院坚持公开、平等原则，严格开展学生素质的综合测评工作，增大评优透明
度，扩大了学生受奖范围，并组织推荐优秀学生参加国家、省、市级评优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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