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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日的座谈会上，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高级讲师陈果是发
言教师代表之一。

在上海，提起陈果，很多学生脑
海中立马会浮现出一个词——思修
女神！这位因讲授思政理论必修课
之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而
成名的女老师，因独特的教学方法和
鲜明的人格魅力在网络上“走红”，被
学生们冠以“思政女神”“模特姐姐”

“复旦北区三宝之一”等名号。
陈果对于自己的定位，是一个比

学生们年长一些的“过来者”，她立足
当下生活找案例，既有思想深度，又
能富有内在感召力。在上陈果的课
之前，很多学生认为，上《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这种枯燥的课就是一
种煎熬，完全可以用来补睡回笼觉。
但陈果却能把课讲得活色生香，文采

飞扬的同时又言之有物，让学生们不
知不觉抬起头融入其中。不少学生
表示，陈果老师的课，就像一碗“心灵
鸡汤”，让人内心温暖而丰富！

“思政课教师，要给学生心灵埋
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
生第一粒扣子。”在3月18日的学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讲了很多金句。陈果认
为，思政课教育质量的关键，其实是
在教师，“总书记提到思政课老师自
己要有一个比较高的人格，还引用
了我们传统文化中提到的‘蒙以养
正，圣功也’，也就是说要在教育当
中使人能够诚意正心，我觉得立德
树人可能是要自己先立德，方能以
德服人。”陈果认为，这句出自《周
易》的话，说的是如何在教育中使人

“诚意正心”。

上海交大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师汤淏溟是一名身处学生工作第
一线的高校思政教师，在学习了座
谈会相关精神后，他深感责任重
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始终把
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中心环节和根
本任务，本次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师座谈会更加明确我们用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的
方向。”

汤淏溟认为，作为高校一线思政
教师，要坚持“传道者首先要明道、信
道”，自觉用“四个意识”导航、用“四
个自信”强基、用“两个维护”铸魂，以
党员的使命感、历史的紧迫感、教师
的荣誉感精耕细作好思政理论课程
这块责任田。要坚持党对教育事业
的绝对领导，贯彻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牢牢站稳党的立场、国家立场和人民
立场。“以润物无声的育人方式，塑造
掷地有声的话语体系，帮助同学们涵
养家国情怀、培育人民情怀、激发行
业情怀，引导同学们立足当下，扎根
行业，勤于奋斗，科研报国。”

上海交大人文学院张玉梅教授
认为，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思政教师兼
职与专职结合的思路，让人很受启
发。比如爱国思想是五千年中华文
化之民族魂，家国情怀与优秀传统文
化一体而不可分割。“如果我们的古
代文学教授、中国历史教授、传统哲
学教授在专业课上画龙点睛，那么爱
国教育必然是扎根于厚重的传统文
化的，是深沉而有血有肉，也是春风
化雨的，因而它也是基于文化自信
的，是最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的。”

习总书记在座谈会上强调，“办
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根本的是要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
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这
个根本问题。”上海交大船舶海洋与
建筑工程学院刘铸永副研究员认为，
这不仅站在一个非常高的哲学高度
上阐述了教育工作者的本质任务，而
且为专业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

“作为一名力学专业教师，我觉
得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解决好‘培养什
么样的力学人才、怎么培养力学人
才、为谁培养力学人才。’”刘铸永说，
中国的力学专业与国家的发展紧密
相连，面对新形势下国家战略需求和
国际科技前沿挑战，迫切需要教师因
材施教，探索高水平创新型力学人才
的培养模式。“我深知教师的作用不
仅仅是传授学生专业知识，更重要的
是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培养学生力
学思维方式。在教学的过程中，经常
通过自身所从事研究的案例，例如神

舟飞船和天宫空间站的交会对接等，
不仅让学生明白力学在航天工程等
领域的重要作用，如何用力学的方法
解决复杂的工程问题，而且通过独立
自主、艰苦奋斗的航天精神点燃学生
的民族自豪感，从而实现价值引领，
引导更多的同学投身于航空、航天、
船海等国家重点行业，为中华民族的
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上海交大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柳伟副研究员也认为，高校的核心是
培养人才，如何培养人、培养怎么样
的人、为谁培养人，是摆在现阶段高
校面前亟需回答的问题。“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我深感责任重
大。尽管我并未直接讲授思想政治
相关课程，但也须时时重视思想政治
原则，遵循教书育人规律，春风化
雨。在培养学生专业知识与能力的
同时，立德树人，将思政工作贯穿融
入在日常教学与科研工作中。”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院长王岩教授认为，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思政课教师中间，举行座谈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使广大思政工作
者深受鼓舞。“愿我们的思政工作者
不仅会感悟春天、陶醉春天，更要挥
写春天、播种春天！用自己的真懂、
真信、真爱、真做，实现自立、自爱、
自强、自信，在科学、理性、情感、行
动的和谐统一中撑起属于我们自己
的春天！”

作为一名已从事36年高校思政
课教育教学的教师，上海交通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胡涵锦教授对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的“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
关键在教师”的重要论断印象尤为深
刻。“事在人为，关键在人”。实践经
验充分表明，青年大学生对思政课学

习的态度和热情，在很大程度上，是
通过对思政课教师的认识来把握
的。胡涵锦教授认为，总书记对思政
课教师提出的六点要求，从“政治强、
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宽、自律严”谈
起，最后把“落脚点”放在“人格要
正”，意义十分重大和深远。思政课
教师在“课上课下”“网上网下”的一
言一行，都体现了思政课的形象。

上海交大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常务副院长彭志科教授表示，大学的
根本在立德树人，老师的天职是教书
育人。“作为专业教师，我们要主动走
进学生，帮助他们规划人生，学到做
人、做事的道理。不仅要当好一名勤
勤恳恳的‘教书匠’，更要成为能塑造
学生的‘大先生’。我坚信个人成就
再高，毁掉一个学生就是失败。”

上海交通大学的刘西拉、陈锡
喜、施索华三位教授也参加了此次学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

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已经
25年的施索华，拥有全国优秀教师、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优秀教
师、全国最美思政课教师等众多荣
誉，她用25年的教学生涯，让上海交
通大学的一代代学子领略到了德育
之美。

如今，施索华上课已经不需要教
案，她会根据学生的眼神和表情来修
正教学内容，改变教学方法。“每周两
节到四节课，去改变18岁孩子的人

生观、价值观，真的很难。但正因为
这样的难，教育才更有意义。”听施索
华讲课，就像是在读一本文字优美的
书，她将枯燥的政治理论和文学融合
到了一起，把政治的盐撒进了文化的
汤里，妙语佳句的背后，是施索华老
师不断传递出的家国情怀。

“思政课教师的职责，是把理想
和信念这杆旗帜，通过教学树立到学
生的心里，以自己对国家、对社会、对
人民的深情来激励学生。”施索华说，
她会一如既往地用一份真情把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转化成一种跟同学
一起进行的对真善美的追求。

沪上高校师生学习领会习近平在思政课教师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
3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
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
重要讲话。座谈会上，复旦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高级讲师陈果、华东师范大学第一
附属中学高级教师陈明青作为思政老师

代表发言。昨天，沪上高校师生结合自身学习、工作和生
活实际，学习领会座谈会精神。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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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思政课老师陈果在课堂。 资料图/复旦大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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