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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健生代表建议：

进一步推动沪高校
学科建设高质发展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市人
大代表、九三学社上海市委专
职副主委吴健生在此次人代会
上提交代表建议，希望进一步
推动上海高校学科建设高质量
发展。

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
显示，上海 61 所高校共有 350
个学科上榜，其中 A 级别档次
学科数量仅次于北京，近50%的
在建学科达到全国前 30%的水
平，20%的在建学科达到全国前
10%的水平。吴健生说，这说明
上海高等教育的办学效益有了
显著提升。“其中，上海中医药
大学三大主干学科全部进入A+
序列，上海体育学院、上海音乐
学院、上海海洋大学、上海戏剧
学院、华东政法大学等市属高
校，都有学科进入A 级别档次，
展示了上海市属高校也有较快
发展。”

吴健生说，欣喜之余也应注
意到，上海目前只有57个学科入
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在100个
参加评估的高峰学科和高原学
科中只有49个学科实力明显提
升，离《规划》的目标（到2020年，
使20个左右的一级学科点和一
批学科方向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使150个左右一级学科点跻身国
内学科排名前20%）还是有较大
距离。

为此，他建议，政府在启动
高峰高原学科第二阶段建设同
时，直面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
结果揭示的上海高校学科发展
的不平衡不充分，以新时代的
发展观来对标高标准，提高站
位，对全市学科点建设情况进
行大调研和深分析，对上海高
校学科的优势和短板，机遇、挑
战等方面做出全面评估，以明
确下一阶段的发展。与此同
时，统筹部属、市属高校学科建
设。结合服务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科创中心和自贸试验区建设
两大国家战略，对标上海重点
领域发展需求，以重大项目为
纽带，建立以重大领域和成果
为产出目标的科研体系，通过
项目群和联合基金等方式，灵
活机动地组织现有的科研力
量，协同部属、市属高校学科发
展，在共赢的基础上吸引长三
角、全国乃至全球的优质科技
资源，让其主动加入到科创中
心建设中来，以此来进一步提
升市属高校办学水平。

“我们还要及时将社会经济
高质量发展急需的交叉学科、新
兴学科纳入建设范畴，围绕一
流大学建设，扬长避短、造尖高
峰，营造激发工作活力和创新
潜力的人才发展生态，进一步促
进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吴健
生说道。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中明确提出：“构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坚持立德
树人，加快构建大中小幼一体化
德育体系”。对此，上海市人大
代表、市西中学校长董君武在接
受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教育的
根本任务是立德育人，学校教育
都要围绕“育人”这一核心问题
来思考和践行。

“知识学习固然重要，但在
知识传授中更重要的是将‘育
人’作为贯穿其间的目的。政府
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快构建大中
小幼一体化德育体系’是非常有
价值和有意义的。”董君武特别

注意到“要推进中小学学科德育
建设”，他认为，这恰是落实“人
人都是德育工作者”的一个具体
途径。

在他看来，学科教育本质任
务也是育人，要激发学生学习动
机，培育学习兴趣。“其实，到了
学生自己想学习、喜欢学习的时
候，基础教育阶段的这些所谓知
识，学生们往往用很短的时间就
可以习得。因而，我们要把基础
教育阶段知识的学习过程作为
培养学生能力和思维方式的路
径来认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
要更好地关注育人这个命题。”
董君武说道。

董君武强调，我们必须认识
到，育人既在课堂上，还在实践

中。正因如此，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承，不仅要注重课堂、书
本的学习，还需要学生在真实的
社会实践中体验和感悟。在基
础教育中，必须倡导，学生不仅
要在课堂学习，还应该走向社会
和实践去学习。

“在这方面，市西中学确实
有非常多的实践。研究型课程
和学生社团只是校园学习的一
个方面，我们还有通过寻访校友
感悟市西文化强化学习责任，有
走进静安楼宇看现代企业管理
制度和文化，有走出上海7天左
右的文化游学，还有坚持20多年
的让学生走进社区当见习居委
会主任、扫大街，停课3天的去南
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

等。如此种种，都是重在推出更
多形式和内容的‘育人’载体。”
董君武不禁为自己所在学校打
CALL。

在董君武看来，就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承来说，教
育无疑有一个重要的功能——
那就是教育承载着传承文化、传
播文化和创生文化的使命。

我们如何让中学生认知、感
悟、热爱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董君武说，需要通过读书和
行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读万
卷书行万里路’，从而让学生感
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让他们增强文化自信，在这个过
程中，我想，中国的优秀文化一
定会得到更好的传承。”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教育部党组日前在
上海召开加强新时代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建设现场推进会，今
年的市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再次
明确提出“加强高校课程思政建
设”。人代会上，市人大代表、市
教委副主任高德毅在接受青年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的重点
就是进一步深化，从制度设计入
手重在长效机制的建设。教师
方面，则要注重育德意识和育德
能力提升。与之相关的，今年本
市将就此推出数个专项计划，同
时要将“思想政治价值引领”写
入教学大纲，继续吹响新时代思
政课奋进的号角。

思政价值引领
或写入教学大纲

高德毅说，“课程思政”的提
出并非一朝一夕，而是源自探索
实践和总结，目的是使思想政治
教育像阳光和空气一样充满每
一间教室，产生润物无声的育人
效果。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会议召开之后，在总体部署上，
上海按照“统筹布局、分步实施、
滚动发展”的思路，出台《上海高
校“课程思政”教育教学体系建
设专项计划》，全面推广“课程思
政”建设。申城高校中，现已启
动整体试点校12所、重点试点
校12所、一般试点校36所，基本
实现全市高校全覆盖。并且，每
校给予持续稳定的经费支持，促
使“课程思政”理念、育人根本任
务在所有高校落地生根。

“截至2017年年底，全市高
校实行分层、分级、分类教学模
式，形成了以思政课必修课为核
心、50余门‘中国系列’思政课选
修课为骨干、500余门综合素养
课为支撑、近千门专业课为辐射
的‘课程思政’同心圆。”高德毅
说道。

“下一步，就是要更好地立
足顶层设计，继续深化和推进，
同时要将‘思想政治价值引领’

明确写入教学大纲。”高德毅透
露，今年，上海还将推出数个专
项计划，全方位深化改革、提升
思政课教学质量。

推数个专项计划
提升教师育德能力与意识

高德毅透露，市教卫工作党
委、市教委将重点实施“马克思
主义理论学科建设”、“高校思政
理论课创新”、“‘课程思政’教育
教学改革”、“文化育人实践育
人”、“‘易班’内涵建设”、“教师
育德意识和育德能力提升”等数
个专项计划。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
设专项计划”为例，高德毅说，该
专项计划包含三部分内容：建设
若干高水平学科。推动“马学
科”多出成果，提供高水平理论
产品；建设马克思主义学院。要
让马院成为思政理论课教学、哲
社研究、课程思政的引领。加强
马克思主义教育教学人才队伍

建设。
而在“课程思政”教育教学

改革专项计划上，将继续深化思
政理论课教学改革，继续推进

“中国系列”品牌课程建设，每年
打造 20 门思政理论课示范课。
同时，推进综合素养课程改革试
点，每年重点建设30门综合素养
品牌课程和30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示范课程，以及推进专业课
程育人试点。

高德毅指出，将针对专业课
程的育人功能和任课教师的育德
实效开展绩效评价，作为给予支
持及支持额度的重要依据，为促
进教师教书与育人相统一提供了
重要抓手。同时，构建形成市、校
两级有机联动的培训体系，市级
层面负责研制培训方案、开发培
训教材，对专业课教师开展“课程
思政”进行专题培训等。通过加
强师资培训，不断提升教师育德
能力与育德意识，为提升课堂实
效提供了坚强支撑。

市人大代表、市西中学校长董君武谈推进中小学学科德育建设

育人既在课堂上又在实践中

市人大代表、市教委副主任高德毅：今年继续加强高校课程思政建设

深化制度设计提升教师育德能力

2018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键

之年，也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

基层党建质量年。市教卫工作

党委、市教委要将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全市

教育系统2018年各项工作的主

线和灵魂，将之贯彻落实到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的各个方面。

高德毅说，在大力构建全

社会共同支持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体系中，上海还将深化

“开门办思政”的机制，整合各

类社会资源，构建全社会共同

参与高校育人的大思想政治

工作格局。

整合各类社会资源
参与高校思政建设

“课程思政”目的是使思想政治教育像阳光和空气一样充满每一间教室。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