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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物学课程与
教学改革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在新高考
选考模式下，生物不再是冷门选考科
目。《生物学教学》创刊60周年暨

“中学生物学课程与教学改革”研讨
会于8月7日至9日在华东师范大学
中北校区召开。来自近23个省、自
治区及直辖市的280余位中学一线
教师、高师生物学课程与教学论专业
的师生及其他从事生物学教育教学
研究的人员齐聚申城，共同交流新课
标修订颁布背景下生物课程与教学
的改革发展动态，促进提高生物学教
师的教育教学研究能力和专业素养，
并不断提升《生物学教学》杂志的服
务水平。

据统计，根据上海市本科高校专
业（类）对首年新高考选考科目的要
求，沪上近40所院校共设置具体专业
或学科大类约1100个。其中，提出

“考3门”科目要求的专业达280多
个，最常见的组合就是“理、化、生”，涉
及理学、工学、医学的200多个专业均
可接受这一考科组合的报考。统计
显示，在新高考“+3”后，考生物的考
生，可选择的专业覆盖面达80%。

研讨会上，人教版生物学教材主
编、人民教育出版社赵占良副总编作
了题为“科学思维与生物学教学”的
主旨报告。报告从科学思维与核心
素养的关系、科学思维的内涵、科学
思维与理性思维的关系、生物学学科
科学思维的特点以及如何培养学生
的科学思维这五个方面展开，并剖析
科学思维特点的基础上分析生物学
科的教学方法革新。赵占良提出，教
师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怀疑态度和
质疑精神，常以生物科学史为情境，
在教学活动中鼓励质疑，培养学生的
问题意识，让学生“不唯上，不唯学”。

海峡两岸港澳大学生
运动交流赛上海开幕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青春盛
夏，赴旦之约”2018年第五届海峡两
岸暨港澳大学生运动交流赛开幕式
昨天在复旦大学正大体育馆举行。
本次交流赛旨在以海峡两岸及港澳
大学生共同热爱的体育活动为载体，
通过高校之间的篮球、足球、排球比
赛活动，促进两岸及港澳大学生的交
流，在运动中挥洒汗水，切磋竞技，收
获友谊，播种青春梦想。

海峡两岸暨港澳大学生运动交
流赛已成功举办四年，来自内地及港
澳台地区33所高校的66支代表队参
赛，参赛人数达1026人，该赛事已经
成为祖国大陆（内地）与港澳台地区
最大规模的高校体育交流项目。本
届交流赛进一步扩大了交流赛规模，
满足更多台湾、港澳以及内地学生的
参赛热情，更好地促进海峡两岸及港
澳地区青年的交流与合作，并希望以
此为契机，让交流赛成为海峡两岸及
港澳高校交流的纽带。

交流赛为期一周，来自内地及港
澳台地区33所高校的篮球、足球、排
球爱好者将在赛场上切磋竞技、收获
友谊。

高中实施青马工程为
青年终身发展奠定科学思想基础

今年召开的市团代会提出“两大
工程”的奋斗目标，明确提出了高中
大学要加强“思辨教育”。6月底，团
的十八大再次强调：“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必
须坚持政治建团”。7月2日，习近平
总书记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
员集体谈话时指出：“党旗所指就是
团旗所向”，“要在广大青年中加强和
改进理论武装工作，引导广大青年运
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坚定听党
话、跟党走的人生追求。”

在此背景下，近日在普陀区召开
的“关于高中高校青马工程衔接培养
模式”的研讨会以“政治引领”为主题，
以期进一步探讨如何在高中阶段加
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并与高校
实现接续培养，进一步推动团组织发
挥助手和后备军作用，在党的领导下
做好“推优入党”工作，从源头上提高
发展学生党员质量，巩固党执政的青
年群众基础，培养造就社会主义事业
建设者和接班人。此前，团市委、市
教卫工作党委等已经率先探索“高中
作为青马工程培养的延伸阶段”，依
托团教协作机制，兼顾普遍教育、骨
干培养，形成分层培养、逐层递进路
径。在班级团支部政治学习、校级

“中学生党章学习小组”的基本面上，
各区“中学生共产主义学校”选拔每
期学员的规模一般不超过80人，培
养周期原则上为高二上学期末至高
三上学期末，并规定学时、采用学分。

“高中实施青马工程，就是为青
年终身发展奠定科学的思想基础，因
此，必须做大覆盖面。”团市委挂职副
书记戴冰指出，高中应当是青年马克

思主义者培养的重要起始阶段，在高
中大力推进青马工程建设具有重要
的战略意义，事关长远，意义重大。

在他看来，高中高校青马工程衔
接培养，就是在高中、高校间基于党
团组织的衔接培养、递进培养，通过
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等行之有效的
方式，牢牢抓住政治引领，不断提高
高中、高校学生骨干的思想政治素
质、政策理论水平、创新能力、实践能
力和组织协调能力，使他们进一步坚
定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
信念，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推动高校马院团组织
整合资源为高中“送教上门”

“青马工程主要目的是马克思主
义青年化。在马克思主义青年化过
程中间，有一部分人，也就是我们说
的学生骨干，信仰坚定、素质过硬，成
为了入党积极分子或入党对象。”华
东师范大学思想政治研究中心副主
任、教授邱伟光如是指出。

“从我个人的经验角度出发，学
生们的政治理论水平一届比一届薄
弱，但是通过网络渠道接收到的政论
和社论信息却越来越丰富。要弥合
这二者之间的矛盾，让学生坚定信念、
淬炼品质，需要青年党校的老师具有
深厚的政治理论功底和高超的教育
技巧。这方面恰恰是各高校马院的
强项，也是我们中学青年党校迫切需
要各大高校给予帮助的地方。”上海市
育才中学团委书记丁烨坦率地说。

研讨会上，团区委、高中、高校也
就此达成共识，即高中高校青马工程
应该更加有效衔接培养。在实施过
程中，有赖于多方教育主体共同努
力、高度协同，以及基于教育对象的

精准分析、对于教育内容的分层分类
实施，并且需要高中高校携手打通培
养过程的堵点。

根据团市委学校部的设想，上海
将建团教协作、高中高校衔接的四方
组织体系，即构建在市教卫党委、团
市委指导下，以各区团委、教育局党
委（教育党工委）为负责主体，各高中
团委为实施主体，以各高校为主的多
元力量支持的四方共同实施高中生
青马工程组织框架。

具体来讲，团市委市、教卫党委
负责形成培养模式的顶层设计，制定
实施意见；各区团委、教育局党委负
责牵头做好本区培养的整体安排，对
学校培养进行指导和认证；各高中团
委负责各校培养的具体实施，承担

“推优”职能，形成完整的培养记录；
各高校负责接收高中培养对象，并实
施接续培养。

与此同时，年底前各高校团组织有
望与全市高中团组织实现全对接，推动
各高校马院团组织进一步整合好资
源，为全市高中青马工程“送教上
门”。“团组织要牢牢把握立德树人的
根本任务，遵循学生成长和思想教育
的客观规律，通过组织育人、思想育
人、实践育人等多种方式，将政治引领
贯穿在育人的各项工作中，从制度安
排上进一步明确高中是青年马克思主
义者培养的重要起始阶段，高中团组织
要大力推进青马工程建设。”戴冰说道。

青年报记者获悉，为推动高校高
度重视高中阶段青马工程的培养对
象和成果，本市还将进一步研究高中
和高校衔接培养的具体办法，继而形
成全市性的指导意见，并积极探索各
区、各校的特色衔接做法，共同推动
建立以青马工程为主体的一体化组
织育人体系。

年底前各高校团组织有望与全市高中团组织实现全对接

推动全市高中“青马工程”送教上门

团中央在2007年时启动实施“青

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简称“青

马工程”），印发《“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培养工程”实施纲要》，组建中国大学

生骨干培养学校，并在全国各省市持

续开展，把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作

为一项全团性的、长久性的事业来做。

在上海，团市委、市教卫工作党

委等曾率先探索“高中作为青马工程

培养的延伸阶段”，而今随着时代的

发展又提出“高中实施青马工程衔接

培养”是实现政治引领的重要途径。

在实践中，区、校也涌现出一些创新

而有实效的做法。

曹杨二中的“马协”被赞为一面

不断指引青年人前进的旗帜。身为

地下共产党员的首任校长姚幼钧自

建校第一天就立下规矩：曹杨二中培

养的学生就应该具有红色基因，就应

该姓（信）“马”、姓（信）“社”。“马协”

创建于1984年12月26日，至今已有

34年的历史。“马协”教育学生学会运

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世

界、分析世界，真正搞懂面临的时代

课题，让学生深刻感悟马克思主义，

让学生在理论滋养与实践锻炼中汲

取真理力量。

团市委提出，“高中实
施青马工程衔接培养”是实
现政治引领的重要途径。
同时，今年年底前，沪上各
高校团组织有望与全市的
高中团组织实现全对接，并
推动高校马院团组织进一
步整合资源为为全市高中
青马工程“送教上门”。这
是青年报记者近日从相关
研讨会上获悉的消息。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曹杨二中成立“马协”已有34年

中学生正在上爱国团课。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