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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校长共备课
让思政课更有温度

上周，上海财经大学举办
了一场“书记备课会”，“召集”
了大中小学的思政课教师，共
同对话，一起研讨思政课改革
创新。不同学段的思政课教师
们根据自己的学情分别介绍了
各学段思政课的教学理念与教
学方法，也探讨如何深入推进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让思政课更有温度。

“我们学校是财经类高校，
每年招收 2000 人左右的本科
生，经管类占了3/4，在思政课上
就一直非常重视对于习近平经
济思想的深入研究和阐释，很多
老师也不断跟进学习总书记最
新的一些讲话精神，及时融入课
堂。”上财党委常委、马克思主义
学院党委书记曹东勃告诉记者。

“总书记对于思政课教师座
谈会的讲话精神，本身就是对教
师成长的一个非常好的指南针。”
他表示，这5年，上财马院40多位
教师，都在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学
技能。“除了书记备课会，我们去
年还开设了‘书记双师课堂’，每
位校领导都走进不同的思政课
课堂，全年开展了19次。”

这个学期刚开学，上海财
经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刘元春
教授就以“习近平经济思想形成
的过程及其逻辑基础”为题，为
近千人带来了一场高质量的“习
近平经济思想”大课。上财公共
经济与管理学院2021级投资学
申尧懿表示，自己在过去几年里
一直以学校“开学第一课”作为
起点，结合思政课的学习，深入
了解了国家发展的需要，也基于
此树立起了人生奋斗的目标。
今年，她还荣获了学校“思政学
习先锋”称号。

院士开课讲思政
社区空间也成课堂

不仅书记、校长为本科生
开思政课，在同济大学，给你讲

思政的可能就是一位院士——
汪品先院士再度开讲公共选修
课“科学与文化”，寄望青年学
子将现代科学与华夏文化相融
合，勇于投身科学创新实践；郑
时龄院士负责的本科生课程

“建筑评论”，将思政与党史、城
市史、建筑史有机融汇进课堂，
引导学生利用批评理论客观、
科学、艺术和全面地对建筑师
及其作品作出评价；顾祥林教
授负责的研究生课程“工程伦
理”，结合典型案例分析，引导
学生认识工程伦理和道德，意
识到工程师所肩负的社会使命
……

记者了解到，5 年来，同
济大学在继续发挥思政课主
渠道的同时，深入挖掘专业
课程、实践环节和科研训练
中的育人元素，各守一段渠、
种好责任田，推进专业教育
与思政教育同向同行。课程
思政建设持续升级，由专业
课程向专业课程链、示范专
业、学院及大类延伸。各专
业教师自觉将育人元素融入
专业教学，在向学子传授学
科专业知识的同时，也在他
们心中厚植爱国之情和强国
报国之志。目前学校已实现
了“课程思政”全覆盖，涌现
出许多优秀的示范案例和教
学成果。

不久前，遵义会议纪念馆
与同济大学馆校共同打造的项
目《校馆耦合 协同育人——遵
义会议纪念馆里的“同济思政
课”》，入选国家文物局、教育部

“以革命文物为主题的‘大思政
课’优质资源精品项目”。这正
是同济大学积极联动红色场馆
资源，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
设的又一积极行动。

思政课堂还延伸到了课堂
外。不久前，同济大学西南九
楼“一站式”学生社区协同育人
中心启动，由学生担任社区主
理人，全校协同打造“青春会客
厅”，吸引了大批学生纷纷来此
打卡。这是同济大学进一步强
化学生社区育人功能的新探
索，社区空间成为一个个无声
的思政课堂。

师生走向田间地头
丰富拓展“大课堂”

不仅从课堂到社区，上海
高校的“大思政课”还开到了田
间地头。

自打2022年进入东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读研，金吉儿
就觉得思政课上起来似乎与以
前不太一样了。以学习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为例，2023年夏
天，她和小伙伴跟着导师、东华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治
东教授来到浙江省“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模范生柘坑戴村，在
美丽乡村的角角落落边走边
看、边听边学。诗画般的乡村
图景、沉浸式的体验观摩在她
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读万卷
书，更要行万里路，这样的思政
课我觉得很接地气，也很受
用。”最近，她更是把毕业论文
选题定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现代化的唯物史观基础”，在
实践学习基础上持续深化理论
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
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
要跟现实结合起来。”“通过不
断挖掘实践育人资源，加强思
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结
合，我们既要让学生读好‘有
字之书’，更要引导他们读好
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发展
的这本‘无字之书’，让学生到
社会大课堂中去经风雨、见世
面、长才干、壮筋骨。”王治东
教授表示。

秉持着这样的建设理念，
东华大学思政大课从上海发
轫，在长三角乃至全国次第开
花——在“人民城市”重要理念
首提地上海杨浦滨江，学校率
先开展“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
精神进思政课实践教学展示活
动”；在“千万工程”样板间浙江
宁海县，学校把田埂当课堂，请
村支书做导师，推出乡村振兴

“定制”思政课，让乡村振兴成
为大学生服务社会宝贵良机；
在全国首批“大思政课”实践教
学基地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
念馆，学校组织学生开展红色
专项暑期社会实践，在对红色

历史的寻访中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红色血脉。

“陪练式”教学创新
向世界诠释中国故事

“以前跟外国友人交流，
发现很多熟悉的词汇找不到
合适的表达。上学期刚上了
《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导读》，
跟同学们一起读英文版《共产
党宣言》、了解一些专有名词
的英文形式，感觉很有收获。
不仅对专业词汇的英文翻译
更熟悉，还能通过不同语言的
解 读 加 深 对 原 著 内 涵 的 理
解。”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 2023 级硕士研究生
祁源表示。

把语言教学与思政课学习
有机结合起来，是上外创新大
思政课的教学方式，目标就是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加强学生
全球话语能力。通过这一外语
人才培养模式，要让这些未来
的新生力量能够向世界“解释
中国”。

马克思主义学院“陪练式”
教学创新思政课双语教学探
索，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和《中国概况》两门全英文课
程，开设全英文微信公众号

“CPC Review”传播新思想和中
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推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海外传播。

作为上海高校“百个学生
样板党支部”、上海市“党支部
建设示范点”之一，上外马克
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党支
部更是成为了上外学生理论
宣讲团的主力，成员们把“向

‘上’演‘译’鲜活理论，向‘外’
发出青年之声”作为宗旨，着
力以多语种向世界讲好中国
故事和中国共产党故事。他
们深入党政机关、事业单位、
高校、企业园区、街道社区、乡
村、中小学等开展 240 余场宣
讲活动，覆盖人群共计40余万
人次。

他们的原创课程往往独具
外国语学校特色，用国际理解
的话语诠释中国故事。比如课
程《言为津梁：中国智慧的海外
传播》就是从历史上我国领导
人的“出圈”金句出发，通过讲
述这些金句背后的翻译巧思，
为全球观众呈现出一幅充满中
国智慧的多彩画卷。

“为什么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三月，迎着春和景明、
草长莺飞，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毛光霞老师把思政课开到了田
间地头，带着学生们在绿水青山中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而这次“实
地”授课，正值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发表
重要讲话五周年。记者了解到，五年来，上海各大高校思政课的“课
堂”都拓展得更大更丰富了。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五年来，上海高校思政课堂更“大”了

学校社区皆育人
田间地头践初心

▲东华大学思政课。▼上海外国语大学创新大思政课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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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书记备课会。▼同济大学汪品先院士讲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