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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为避免把课程讲成纯粹的学术讲
座，学校根据社会热点与大学生的关
注点，确定讲授内容，以少讲知识点，
多讲大思维、大视野，注重价值引领为
出发点。课后，则通过班级微信号、QQ
群进行师生交流，讨论非常热烈。

上海政法学院行政管理专业大
一学生李扬说，通过这门课的学习收
获了很多。“让我真切感受到这个世
界是鸽哨与警笛声并响。国家安全
是国家战略的核心内容，我们也应该
时时关注国家安全，‘覆巢之下，焉有
完卵’，国家安全应该是与我们每个
人切身相关的大事。”

刑司法学专业的学生龚耀辉对
“非传统安全的挑战与应对”一堂课

印象最深，“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安
全观称为传统安全观，把军事威胁称
为传统安全威胁；非传统安全又称

‘新的安全威胁’，指的是人类社会过
去没有遇到或很少见过的安全威胁，
具体说，是指近些年逐渐突出的，发
生在战场之外的安全威胁，如经济安
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等。”

龚耀辉认为，这些课程让大学生
大长见识，起初以为作为一名学生，
首要任务是学习，大国安全与自己根
本扯不上任何关系，但随着课程的深
入，同学们纷纷改变了想法，“大国安
全与我们息息相关，作为当代大学生
更应该时刻了解我国安全的问题和
动态，心系国家，心系民族！”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宋思琪
同学也觉得自己收获了大思维、大视
野，同时，这门课的讲授方式让她记
忆犹新。“不同于以往的讲座的乏味
严肃，我们的课更加开放自由，可以
随时与老师进行互动。老师还将我
们分成了几个小组，上课时每个小组
坐在一起，便于讨论问题。在分组的
时候，并不是按照学院班级来划分，
而是随机划分小组，大多来自不同的
学院会被分在一起。这样一来，思想
的碰撞，知识的交流更加宽泛，看待
问题的角度也更加的多样化。课程
的教学内容与大学生关注点和社会
热点密切相关，并不只是单纯的知识
点的讲解，使得同学们更加有兴趣。”

围绕11种“安全”解读“大国安全”
上海政法学院打造“中国系列”之《大国安全》课程

海军工程学院原副院长吴方臣少将讲课前向学校赠送导弹驱逐舰模型。 受访者供图

备受关注的全市高校
“中国系列”思政选修课又
添新成员。上海政法学院
全新打造的“中国系列”思
政选修课之《大国安全》课
程伴随着这个学期的结束
已暂告一段落，学生们纷纷
感言切实增进了大思维和
大视野。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4个月前，上海政法学院党委书
记杨俊一教授以精彩讲课“成长的烦
恼：大国崛起与国家安全”拉开了《大
国安全》课程的序幕。

“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当今社
会，国家安全已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
内容。校方表示，开设《大国安全》课
程是学校贯彻国家安全战略、落实
《国家安全法》和市教卫工作党委、市
教委关于加强国家安全教育的重大
举措，也是学校不断探索和提高思想
政治理论课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

力、感染力的突破口。
《大国安全》课程分总论、分论、

实践体验几个板块。总论从世界与
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维度讲授总体国
家安全观；分论讲授传统安全与非传
统安全；实践体验是参观东方绿舟国
防教育、国家安全展以及体验军营生
活等。

在具体授课方式上，《大国安全》
课程采用校内外专家以专题研讨式教
学讲好中国安全故事，同时，这也进一
步辐射带动其他思政课教学，深入推

进思政课新一轮的教学改革。课程内
容上，聚焦宣传《国家安全法》和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新思
想，回应大学生关注的国家安全战略
和形势政策热点，增强大学生的国家
意识和政治责任感，打造让学生真心
喜爱、终身受益的精品课程。

细细数来，这门课总共涉及11
种“安全”，如反恐与国家政治安全、

“一带一路”与国家经济安全、南海问
题与海洋安全、国家文化安全、国家
太空安全、国家网络安全等。

据了解，《大国安全》课程教师团
队既包括专家团队，又包括助教团
队。专家团队主要由国家安全等领
域里的“大咖”组成，这些专家既包括
校内领导与专家，又包括校外名家及
实务部门专家。助教团队则主要由
思政课教师、辅导员构成，辅助专家
开展教学。

以“海军建设与国防安全”为例，
学校邀请了海军航空工程学院原副
院长、海军少将吴方臣。讲座开始
前，吴方臣向学校赠送我国最新导弹
驱逐舰模型和“赤心报国”字画，这个
小细节让学生们倍感振奋。

吴方臣从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
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形势切入，

对我国海疆面临的安全问题进行了
深入剖析，进而引入海军建设面临的
艰巨任务，对海军建设的必要性、责
任和使命深入阐释，通过详实的数据
分析了我国海军建设的历史与现状，
对比了中美、中日、中印的海军力量
现状，使在座师生对我国海疆安全的
前景充满信心、充满期待，也对国家
安定团结局面充满自豪。

吴方臣少将的风采、专家的水平
和演讲家的才能让学生们深深折服，
现场，他还以一名从军43年老兵的
身份告诫青年学子珍惜光阴、只争朝
夕地学习，把国家安全、社会和谐稳
定作为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对此，校长刘晓红表示，上海政

法学院不断创新，探索人才培养的新
模式、新路径，将思想政治教育落实
到每一门课程中去，彰显政法特色。
全校各部门相互协同，形成合力，共
同促进教学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
人、管理育人和文化育人，将课程思
政落实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校党委书记杨俊一指出，大国安
全课程是学校贯彻落实全国及上海
市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的重要举
措，学校党委和行政对思想政治教育
在学校的落定非常重视。课程思政
教学改革充分利用学校资源及校外
资源，将课程思政建设扩展到学校人
才培养的各环节，实现课程思政对所
有课程的全覆盖。

复旦大学“治国理政”、上海交通

大学“读懂中国”、同济大学“中国道

路”、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智慧”、东华

大学“锦绣中国”、上海财经大学“经济

中国”……据青年报记者了解，“中国

系列”思政选修课探索建设已历时近

3年，目前全市已开设成熟课程近30

门，其余高校均在积极酝酿筹备开

设，各具鲜明特色的课程。上海市教

卫工作党委、上海市教委今年4月6日

发布的《关于推进上海高校课程思政

教育教学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中明

确，根据试点方案，“中国系列”思政选

修课将在全市全面推广。

上海市学生德育发展中心副主

任宗爱东昨天透露，目前秋季在建课

程 25 门，今年下半年将实现所有高

校均开设“中国系列”思政选修课全

覆盖。

青年报记者了解到，这些“中国系

列”课程的设计理念总体思路上，注重

突出政治性，以阐释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为核心任务；彰显价值性，

突出价值引领和知识传授“两个注

重”。值得一提的是，该系列课程还十

分注重整体性，发挥不同院校学科专

业优势，形成课程育人总体布局。

“中国系列”课程的主要做法之

一就是高校党委充分重视，校长书记

亲自上课，并动员全校力量，集聚最

优师资和最好授课保障条件，成为上

海高校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政会议

精神实际举措的靓丽风景。同时，邀

请其他高校、企业、政府的专家、领

导，组建跨学科、跨院校、跨地域的教

研一体化团队，组织教师集体备课，

多人同台，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将传统单线教学模式变为打组合拳，

将教师单兵作战变为团队作战，形成

师师互动、师生互动、教研相长、教学

相长的良好效果。

当下，所有“中国系列”思政选修

课均深深植根学校办学优势，与人才

培养目标相贴近，课程既有学术积淀

又充分激发大学生求知需求。

目标 增强大学生的国家意识和政治责任感

老师 国家安全等领域的“大咖”组成专家团队

收获 课后大学生切实增进大思维、大视野

“中国系列”
思政选修课
将在全市全面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