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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点名课”到“网红课”每开一门就被“秒选”

高校思政教育“磨亮”青年底色
近 年

来，上海从
内 容 顶 层
设 计 到 教
学 方 法 创

新，提高思政理论课的“抬
头率”，一大批思政选修课
一开即“红”。

“红”，是上海系统推进
思政教育改革的“红火”面
貌，从开展“课程思政”改革
到打通校际隔阂的“大课
堂”，各人明道善教，各科协
同育人，各校百花齐放。

“红”，是如今青年的底
色——在不同专业背景下
追求真理，焕然一新的思政
课让学子如饥似渴，围绕十
九大精神的学习研讨让师
生深受启发。 村党支部书记给申城高校学子上思政课。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施培琦 摄

11月28日下午1时30分，复旦
大学3108教室坐得满满当当，没抢
到位子的同学从别的教室搬来椅子，
坐在教室后面和过道上。教室外，一
些同学站在窗边，探进头来。

这是复旦大学新开设的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列
专题课程首讲。自然科学专业大一
学生闫馨衡记着笔记，近两小时笔尖
未停。“感触太深了，课后我还要对照
十九大报告去理解。”

近两年来，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几乎每开一门公共选修课，就

“火”一门，被学生“秒选”。
类似情景在上海高校比比皆是：

复旦大学的“治国理政”、上海交通大
学的“读懂中国”、同济大学的“中国

道路”、东华大学的“锦绣中国”、上海
政法大学的“大国安全”……上海高
校结合学科优势推出的“中国系列”
思政课堂成为“网红课”，许多学生奔
走校园之间。

一批思政教师成为高校“网
红”：上海大学“大国方略”系列课程
策划人顾晓英主持的子课程“时代
音画”公开课，吸引了全国90多所高
校和科研院所200余位专家学者；上
海交通大学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授课人施索华课上独到的见解和
风趣的语言，被制成精华版“网帖”，
在校园论坛上回帖无数；复旦大学

“80后”思政教师陈果，授课时立足
生活，妙语连珠，被称为“思政女
神”……

在一堂中外时文选读课上，上海
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就学生提
问“为何西方强调人生来平等”，从英
语措辞开始，介绍了“生来平等”在西
方宗教语境和现实语境中的差异，继
而分析了中西社会、文化和政治体制
的差异。这堂英语专业课成了生动
的思政课。

“没想到不经意一问，竟换来了
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深入的理
解。”英语学院学生谢正男说。

近年来，上海积极探索“大思政”
教育格局，推进“课程思政”改革，将
传统思政理论课与综合课、专业课有
机结合。

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书记虞丽
娟说，突出综合素养课程和专业课程
教学的育人导向，促使知识传授与价
值观教育同频共振，是推进教师教书
与育人有机结合的现实路径，实现思
政教育向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创
造性转化。

教育部思政司司长张东刚说，上
海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是构建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的积极探
索，是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的鲜
亮特征。既抓住了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的主渠道，又是教师思政的重要
载体和抓手，是推进课程育人的制度
化落实。

上海高校的思政课队伍迅速扩
大，各学院专业课教师在马克思主义
学院兼职；各校书记、校长带头上课；
院士成立思政课工作室……

上海高校“思政味”的专业课也
越来越多，所有高校均不同程度地将
专业课纳入“课程思政”改革，有的将
人文学院整体纳入，有的则全校纳
入，使课程不断丰富。

上海市副市长翁铁慧说，上海正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面深
化教育综合改革，全面提升高校思政
课教学质量和水平、系统推进“课程
思政”是教育综合改革的重大核心任
务。为此，上海在思政教育的内容顶
层设计、学科高位支撑、教学方法创
新、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不断深化改
革，让高校教学回归育人本原，增强
价值引领。

在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
热潮中，价值引领正在磨亮更多青年
学生的底色，铸就为国家和人民利益
不懈奋斗的理想、使命与担当。

上海中医药大学人体解剖学课
程安排学生访问遗体捐献者及其家
属，有学生主动提出捐献遗体，近百
人捐献造血干细胞。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每
堂课后都有数十篇“思政体会”在师
生中流传。

“我们高职学生不能只盯着毕
业、就业，弘扬工匠精神，建设创新型
国家的重任落在我们肩上。”该校物
流专业学生杨猛在一篇学习体会上
写道。

在教育部主办的“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千名高校优秀
辅导员‘校园巡讲’和‘网络巡礼’活
动”上海报告会现场，上海50余所高
校2000多名大学生党员和辅导员、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代表集体起立，
重温入党誓词。

“右手举拳那一刻，我为预备党
员而自豪，在学习十九大精神后更感
自信，这是对国家发展和民族未来的
信心。”上海理工大学国际经济与贸
易专业学生孙丽蓉说。

据新华社电

公办和民办高校“结对子”，师资
共享、课程共建，是上海思政课改革
的新探索。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李占才2013年获得首届全国思政课
教师影响力人物。他的到来，为民办
的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撬动改革
的杠杆。名师带来了改革的思路：学
校成立了李占才工作室，囊括所有思
政课教师和不同院系专业课教师以
及辅导员。李占才通过现场听课，一
对一帮助教师提高教学能力。

工作室的业务氛围辐射全校7
成以上青年教师，马克思主义学院教
师谢国日说，除了学生，青年教师也
时常到工作室探讨思政教学，“在食
堂里吃饭时都有青年教师和辅导员
跟我讨论。”

优质资源正形成渗透效应。备
课、讲课从学院延伸到学校，从学校延
伸到校际。十九大闭幕当天下午，上海
15位高校领导、200多位思政课骨干就
十九大精神进思政课进行集体备课；10
月末，上海所有高校课程思政教育教学
改革办公室负责人和教学科研骨干，围
绕将十九大精神融入所有专业课程教
育教学开展专题培训；12月4日起，全
市40多位高校优秀辅导员走进61所
高校进行全覆盖巡讲……

互联网成为学子跨校交流的主
要阵地。在上海教育系统首推并已
推广全国校园的易班网络互动平台
上，“‘易’起喜迎十九大”“青春瞩目
十九大”等活动吸引了30万学生参
与，页面浏览量近50万，签名墙信息
13万条，评论留言近7万条。

上海高校结合学科优势推出的“中国系列”思政课堂成为“网红课”，许多学
生奔走校园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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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到校际——思改催生满园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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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员、全方位——“大思政”磨亮青年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