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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召开 2020 年度本科教育教学会议

开启“十四五”本科教育教学发展新征程

本报 讯 1 月 12 日 下

午，学校举行 2021 年度国

家社科基金申报工作推进

会，校党委书记郭庆松出

席并讲话。复旦大学姚凯

教授应邀作国家社科基金

申请交流报告。科研院院

长韩生主持会议。

郭庆松分析了我校人

文社科立项工作面临的新

机遇和新挑战，强调各文

科学 院在 2021 年度 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工作中

要做到统筹谋划、高效推

进，广泛动员、重点关注，

做到全员全程参与。

姚凯围绕国家社科基

金申报的选题、内容与框

架、申请书形式三方面作

了交流报告，并就我校国

家社科基金申报工作提出

了意见和建议。

韩生 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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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主渠道、主

阵地之一，是与国内外形势变化、

党和国家政策等结合最紧密的高

校思想理论教育必修课程，担负

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使

命。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破解当前

“形势与政策”课内容建设的瓶颈

问题，应从课程价值、内容边界与

结构体系寻求突破，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最新发展

作为内容建设一以贯之的依据、

主线，将明确内容边界、突出差异

与侧重作为内容建设的主要 策

略，将优化结构体系、提升课程内

涵作为内容建设的根本路径。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的最新发展是“形势与政

策”课内容建设的依据、主线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

新成果，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内

容建设的主线就是要深刻反映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最

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的发展理念，是“形势与政

策”课教学内容的价 值取向和逻

辑起点；其发展过程是贯穿“形势

与政策”课教学内容的主体脉络；

其发展成果是“形势与政策”课教

学内容与时俱进的生命源泉。

“形势与政策”课内容建设既

要遵循一般课程普遍适用的基本

规律、逻辑过程和价值特点，也要

充分考 虑自身独特的课程属性、

内容范畴和发展轨迹，同时还要

尊重该课程的历史性、现实性和

发展性，尤其是作为思想政治理

论课本身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属性

和政治教育价值内涵。

二、厘清内容边界、突出差异

与侧重，是“形势与政策”课内容

建设的主要策略

厘清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内

容建设的边界范围，必须将“形势

与政策”课放在思想政治理论课

程体系的“统一性”和高校课程体

系的“整体 性”视域中加以考量，

重点考察该课程在内容界定上同

其他课程间的辩证关系。

一是处理好与其他几门思想

政治理论课的辩证关系。“形势与

政策”课教学内容应尽量避免与

其他几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可能存

在的重复性问题，重点解决其他

课程所不能解决的教学内容随形

势变化而 及时更新的突出问题。

二是 处理 好与 思想政治教

育、党的建设等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科专业课程，以及国际关系、政

治经济学等哲学社会科学专业课

程的辩证关系。在“形势与政策”

课内容建设上应当充分把握教学

内容“深与浅”“变与不变”的教学

规律，从专业课程中汲取营养。

三、优化结构体系、提升课程

内涵是“形势与政策”课内容建设

的根本路径

1.内容建设中稳定性与时效

性之间的关系

处理好教学内容动与静的关

系，必须始终坚持理论支撑现实

并解释问题，现实体现立场并完

善理论，运用灵活的教学形式和

手段体现两者的统一性。充分把

握课程内容的动态 性特点，实现

“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针对性和

有效性。

2.内容建设中丰富性与针对

性之间的关系

“形势与政策”课因内容极其

丰富且具有较强的时代变化感，

故而在授课过程中教学主体往往

比较难以把握教学重点难点，容

易陷入罗列“琐碎性时事”的教学

困境或囿于知识点讲解的窠臼

中，弱化了该课程价值引领的目

的。如何在极其丰富的内容中坚

持教学主线、实现教学目的，是该

课程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

3.内容建设中供给侧与需求

侧的互动关系

根据课程定位，从不同视角

分析解读教学内容，找准与学生

思想实际、成长成才需求、综合素

质提高的最佳结合点，做到有的

放矢，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增强学生对该课程的获得感。

1 . 强 化 马 克 思 主 义 理 论 学 科的 主导地位和其他哲学社会 科 学 对 该 课 程 的 支 撑 作用 ， 增 强 课 程吸 引 力 、感染力和现实解释力。“形势与 政 策 ” 课 教 学中既要注重内容建 设 在 空 间 上 的 拓 展 ， 又 要 加 强 其 自 身 要 素 的 优 化 ； 既要 注 意 教 学 内 容 的 纵 向 连 贯 ， 又要 注意不同教 学 方 式 间 的 横 向 衔 接 ； 既 要 注 意 内 容 结 构 内 部 要 素的 相 对 独 立 ， 又 要 注 意 各 要 素 之间 的 融 合 与 协 调 发 展，充 分 考 虑内 容 建设在 结 构 体 系 上 的 序 列 性和 完 整 性 、 渐 进 性 和 层次性。要聚焦国内外热点焦点问题、教 学 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和 学 生 关 注 的 热点问题 ， 运 用 多 学 科 交 叉 的 思 维方 式 和 研 究 方 法 ， 结 合 当 今 时 代特点和大学生成长成才规律，对疑难问题进 行 着 重 解 读 与 综 合 解答 ， 同 时 要 关 注 现 实 ，关注现实生活中 的人和世界。2.在教学内容上充 分 体 现 方向 性 、 时 代 性 、 特 色 性 、 多 维 性一 是 要 突 出 方 向 性 内 容 。 要突 出 马 克 思 主 义 中 国 化 时 代 化 大众 化 最 新 理 论 和 实践 成 果 ，关注理论精髓和现实问题 ， 运 用 中 国话 语 解 释 中 国 问 题 、 运 用 中 国 声音 传 递 中 国 能 量 ， 避 免 唯 西 方 理论 马 首 是 瞻 的“拿来主义”。二是要体现时代性。要根据 形 势新 发展新变化 ，及 时 调 整 教 学 内 容 ，用最新 的时 事材 料来 佐 证 观 点 ，用科学 的 理 论 观 点 和 话 语 体 系 来 解读 问 题 。 三 是 要 体 现 关 注 现 实 的特 色 性 。 结 合 区 域 特 色 、学 校特色 、学生特 色和 专 业 特 色 ， 从 学 生所 处 的 学 习、生活环境等现实情境入手，关注现实问题 ，用 学 生 身边 的 案 例 和 材 料 做 论 证 ，以 学 生易 感 易 知 易 读 易 懂 的 方 式 讲 授 内容 。四是要注重教 学视 角 的 多 维性 。要借 助 哲 学 、政 治 学 、 社 会 学等 多 学科 、 多 专 业 视 角 和 知 识 ， 从多 方 位 设 计 教 学 内 容 ， 多 角 度 阐释 教学内容。3.建 设 教 学 资 源 储 备 库 和 教 学 资 源 共 享 平 台要 结 合教 学 要 点 ， 梳 理 “ 形 势与 政 策 ” 课 教 育 教 学 中 的 主要 教学主 题 和 内 容 ， 对 相对固定的 教学主 题进 行 理 论 挖 掘 ， 储 备 多 媒体 课 件 、教 学 案 例 、教 学 视频等多种形式的 教 学素材，体现教 学 的时效性与针 对 性 。 在 区 域 层 面、高校层面 ，创 设“形 势 与 政策 ”课 教学 资 源 共 享 平 台 ， 如 教 学资料库、案例库、视 频 库 等 ，实现资源共享，加强课程研发 ，深化课程 教学。4. 运用多样的 教 学 方 法 ，增强 教 学 内 容 的 有 效 性要 围 绕“ 形 势 与 政策 ” 课 的 课程 特 征 ，借 助“ 互 联网+” 优 势 ，做到“ 因 事 而 化 、 因 时 而 进 、因 势 而新 ”，运用问题 化 、 故 事化 、专题化、对象化 的 教 学方 式 ， 采 用 丰 富多 样 、主旨鲜明、多频同声的 教 学形式。通 过 科 学 设 计 优化 配 置教学 内 容 ，将 学 生 的 时 代 特 点和 个性需求与“形势与 政策 ” 课 的 教 学目 标 紧 密结 合 起 来 ， 从 而 增 强 教学 内 容 的 有 效 性 。 （ 作 者 为 上 海 应 用 技 术 大 学电气与电子工程 学 院 辅 导 员 。 原文 发 表 于《思 想理论教育》2018年第5期，有删减。）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元月，一年的第一 个 月 。拂去旧年 的 尘 埃，满 怀 对 新 年 新 生 活的 憧憬，我们踏上新的 征程 。今 天 ， 当 我 们 回 望 一 百 年 前也 就 是 1 921年元月 建 党 历 史 上 那 些 重要 人 物 时 ， 请 感 受 一 种 新的 力 量 正 在 积 蓄 ， 将 要 喷 薄 而 出。1.从北 大红楼 到丰 台长辛 店 19 21年元月 ， 李 大 钊 在 北 京 。 李 大 钊 时 任 北 京大 学 图 书 馆主 任 ， 他是在三年前即191 8 年 元月 接 手 这 份 工 作的 ， 在 他 的 努 力下，北京大学图书馆从一所封闭式的藏书楼转变为 新 型 的现 代图 书馆 。图 书 馆 是 现代大学最基本的配置，在丰富馆 藏书 籍 的 同 时 ， 李 大钊 亦 注意加强对图书馆的管理。19 21年元月 25 日，《北大日刊》登载了《修正图书馆借书规则》。我们今天能在《李大钊全集》中读到 这篇 文 章 。 针 对借 书 超 期的 情 况 ， 这 份 借书 规 则 制定 了相当 严 格 的 措 施 ， 其 规 定 的 借 书 期限 比 今 日 各 大 学 要短 ， “ 教职 员 以十 四 日 为 度 ，学生以七日 为 度”， 到期不还，除了要暂停借书权外， 还要 征 收 违 约金 ， 超 期 未 满 七 日者 ， “教职员每册每日 征收 铜 元 六枚 ，学生每册每日 征收 三 枚 ”，这还只是中文图书，西文图书则要翻一番。我们可以推测，李大钊 曾在自 己 的 办 公 室 中 草 拟 上 述 规 则。李 大 钊 任 图 书 馆 主 任不久，北 京大 学 红 楼落 成 ， 图 书 馆 也 随 之 迁入。李大钊的办公室 ，在红 楼 一 楼东 南 角 。 1920年10月，北 京 的 共产党早期组织就 在这 间 办 公 室 中成立。在书斋之内，李大钊与同志们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中汲取养分；在书斋之外， 李大钊与 同 志 们 将 真 理 的 力 量 带 给 受 苦 受难的工人们。西距 北 大 红 楼二 十 多 公 里 处的 丰 台 长 辛 店 ， 是 李 大 钊 与同志们从 事 工 人 运 动 的 地 方 。1921年元月1日 ，长 辛 店 劳动 补 习 学校正式开学。长辛店是京汉铁路北段的一个大站，当时聚集了工人三四千人，而且“很热心很有见解的”。邓中夏等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参与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筹办工作，李大钊也曾赴学校讲学。一百年后，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旧址尚存。关于这所学校的办学宗旨与教学内容，尽管留存资料十分有限，但也能获知一二。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是为工人和工人子弟开办的，学校简章开宗明义，本校以“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完全知识，养成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高尚人格为宗旨”。工人白天上班，无法前来学习，补习学校为此开设了日班和夜班，日班为“劳动者的子弟”而设，夜班为“劳动者”而设，“夜班注重国文、法文、科学常识、社会常识、工场和铁路知识”，前来就读的学生，不仅不收学费，而且还会提供一些补助。对于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而言，这所学校是亲近工人的一个途径，一些革命的理念逐渐渗透到长辛店工人的思想意识中。1921年的劳动节，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这颗北方劳动界的明星开始发光。2.书店中的一场聚会1921年元月，毛泽东在长沙。老长沙城一共有九座城门，靠近湘江的潮宗门内，有一条潮宗街。一百年前，潮宗街上有一家当时长沙城最先锋的书店—— —

文化书社。毛泽东是这家书店的创办者之一，1920年7月31日，湖南《大公报》上登载了毛泽东执笔的《发起文化书社》，这是一篇读来大感爽利的启事，他写道“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今天我们还能见到文化书社留下来的一些广告目录。一百年前，这家书店出售的图书包括罗素著、余家菊译《罗素社会改造原理》，杜威著、胡适译《杜威五大讲演》，罗素和杜威在书社成立前曾访问中国，成为当时中国知识界热烈讨论的两位外国学者，当然书社更少不了介绍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的书籍，如马尔西著、李汉俊译《马格斯资本论入门》（马格斯即马克思，为尊重原文起见，本文凡引用处皆不修改），兰姆塞著《旅俄六周见闻记》等。文化书社是一群“互相了解完全信得心过的人”发起与运营的，这群人此前还结成了新民学会。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积极活动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1921年元月1日，新民学会在文化书社举行会员新年大会。这一天，“大雪满城，寒光绚烂，景象簇新”，书社内，同侪难得相聚，大家热烈讨论，这场会员新年大会一连持续了三天。在会前发给会员的启事中，一共举出了十四个在会上讨论的题目，但其中最重要者，是“新民学会应以甚么作共同目的”。幸好《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对这次会议作了十分详细的记录，我们能直接读到各位与会者的发言。新民学会成立后，组织了一批湖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他们曾在巴黎聚会 ，主张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共同目的。在元月1日的会上，大家在“改造”还是“改良”上存在分歧，毛泽东发言：“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下转第4版）
加强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建设的多重思考

柴紫慧一百年前 他们的身影

思 政工 作 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