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下旬，春季学期即将结束，复旦大学

的 学 生 们 却 忙 着“ 抢 ”课 题 。 全 校 征 集 的

1146项课题，刚一开放申请，名额就“秒没”。

这些课题，正是复旦大学最新建设的

“强国之路”思政大课体系的学习内容。师

生开放互选，指导教师与实践团队逐一配

对，下学期就将进入课题研究与项目学习

阶段。

据介绍，“强国之路”思政大课体系以

“形势与政策”课为主要载体，整体按学思践

悟四个阶段设计，引导学生进行体验式、探

究式学习。

从 2017 年开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系列专题课，到 2024 年创建

“强国之路”思政大课体系，复旦大学始终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为

内容支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

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守正创新

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不断提高思政

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从专题大课到小班讨论：

名师大家启发学生深
入思考

3 月 5 日，复旦大学正大体育馆，中国科

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教授褚君

浩与近 3700 名 2023 级本科生面对面，首讲

“强国之路”思政大课，主题是“在科技探索中

成长”。

“这是我第一次面向数千人讲思政大

课。”褚君浩院士以一张张老照片生动讲述

自己的人生故事，亲切鼓励青年学子“不要

做池塘表面的浮萍”，要踏踏实实地学习，把

个人成长与国家需要相结合。

“褚君浩院士提及自己的笔名是坦牛，

笑言是‘在平坦的田野上像牛一样工作’，心

中瞄准的是‘爱因斯坦和牛顿’，努力在科学

领域留下中国人的名字。”2023 级自然科学

试验班学生陈品羽深受鼓舞，“我也要努力

提升自己的科研能力，为实现科技强国梦贡

献力量。”

两个月间，14 次专题大课由两院院士、

文科资深教授等主讲完成。每堂大课的背

后，都是不止一次的集体备课会和现场试

讲，集中相关院系和学校各部门的合力，在

精心打磨中更好回应学生需求，启发学生

思考与探索。

思政课要讲深讲透讲活，必须坚持问

题导向，把问题掰开了、揉碎了，才能达到

启智润心的效果。每堂思政大课，都会在

线收集学生提问和反馈，除现场对话交流

外 ，教 师 更 多 会 在 小 班 讨 论 课 上 交 流

释惑。

小班讨论课的师资，一样很优秀：

三次讨论课分别由国家级人才、书院

新生导师等组织开展。

“讨论课上，学生是主角。”化

学系教授周鸣飞说，为激发学

生 热 情 和 主 观 能 动 性 ，学 院

开展集体备课，精心设计讨

论提纲和互动环节，根据教

学方案合理安排任课教师。

“教师要恰当抑制讲课的

‘冲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通

过 追 问 等 方 式 引 导 学 生 独 立 思

考、广泛讨论，从而形成真实鲜活

的体悟。”法学院教授赵立行说。

从校内到校外：

现场教学让学生浸
润式感知

5 月 7 日，复旦大学“强国之路”思政大

课现场教学环节启动。来自 22 个院系的

上千名学生从学校出发，前往 48 个思政大

课现场教学基地学习。

“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

来，有助于引导学生更好了解国情民情，

强化责任担当。”复旦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徐雷说。

5 月至 6 月，2023 级本科生相继走入

复 旦 大 学 在 上 海 首 批 建 设 的 134 个 思 政

大课现场教学基地，与改革开放亲历者、

专业人士等近距离深度互动，在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深切感知新征程，

把握时代脉搏、增强服务意识、坚定强国

志向。

步入江南造船展示馆，观摩珍贵历史

资料与船舶模型，聆听企业导师的现场授

课，数学科学学院 2023 级本科生林悦寰领略

了大国重器背后的科技创新。“当年，苏步青

先生带领学生运用数学帮助造船公司解决

生产技术难题的故事，激励我要立足实践、

学好专业。”在现场，林悦寰和同学们就如何

将 数 学 知 识 应 用 于 船 舶 建 造 展 开 了 深 入

探讨。

在上海华大医学检验所，生命科学学院

的同学们上了一堂关于基因科技的现场教

学课，对理论成果如何与高精尖技术结合、

推进产学研一体化有了直观感受。“小班讨

论课上，我们基于所知内容提出问题、讨论

可行方案。来到实践现场，进一步学习如何

解决实际问题。”与日常专业课学习相配合，

2023 级本科生陈依琪在社会大课堂中收获

了新体验。

“走出校园，我们走进了一个更大的课

堂。”经济学院 2023 级本科生杨钰洁来到厦

门 国 际 银 行 上 海 分 行 等 地 参 观 学 习 ，与 校

外导师围绕经济发展等主题进行交流。“感

谢 现 场 教 学 环 节 提 供 的 平 台 和 机 会 ，让 我

透 过 这 扇 窗 户 看 到 了 更 广 阔 的 世 界 。”杨

钰洁说。

从“问题”到“课题”：

引导学生从学会学、
学会问到学会做

按照学思践悟全链条设计，今年秋季学

期，复旦大学大一新生将进入思政大课的

“学”阶段，大二学生将进入“践”阶段、针对

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开展研究。

面向全校师生征集思政大课研究课题，

按下了“践”阶段教学的启动键。2023 级历

史学类本科生王喆申报的与抗战烈士遗骸

分子考古研究相关的课题顺利入选。

王喆回忆，申报课题的缘起，是她参加

学术训练营时，接触到了复旦大学科技考古

研究院文少卿副教授团队开展的烈士遗骸

鉴定工作。

有的烈士骸骨上呈现粉碎性骨折，有的

烈士遗骸中留有弹痕，有的烈士遗骸旁还有

老弱妇孺的遗骸……一系列鉴定结果，无言

而真切地复原着历史真相，让 05 后们一再

湿了眼眶，也启发王喆和同学们深入研究。

“参与我们的实践课题，自会有对家国责任、

民族复兴与个人生命意义的更深思考与感

悟。”课题导师文少卿说。

从专题大课到小班讨论，从现场教学

到课题研究，从思政小课堂到社会大课堂，

从引导学生学会学、学会问到学会做，复旦

大 学 集 结 校 内 外 优 势 资 源 ，开 门 办 思 政

大课。

“‘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

现实结合起来。要紧扣‘国之大者’，把道

理 讲 深 讲 透 讲 活 ；用 好 大 师 资 ，让 名 师 大

家走近学生、言传身教；建好大课堂，将新

时 代 伟 大 变 革 及 其 蕴 含 的 道 理 学 理 哲 理

全 面 融 入 教 育 教 学 。”复 旦 大 学 党 委 书 记

裘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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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丽水缙云县壶镇镇联丰村，荷花池

旁建起了卡丁车赛道，乡村旅游蓬勃发展。

“我参加了国家开放大学办学体系组织

实施的‘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在外出参观、

实践教学等环节中看到各地乡村的蓬勃发

展，也萌生了带动村民增收的新思路。”联丰

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楼干强说。

目前，国家开放大学高等学历教育在籍

学 生 共 456.7 万 人 ，楼 干 强 便 是 其 中 之 一 。

国家开放大学是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基础

上建立的一所新型高等学校，以促进终身学

习为使命，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以“互联

网+”为特征，面向全国开展开放教育。建

校以来，学校发挥体系优势，为建设全民终

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提供有力

支撑。

外卖小哥彭清林，工作之余通过网课学

习物流管理知识，提高职业技能；从残疾人教

育学院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孙晓晶结合所

学知识，定期为残疾人开展公益咨询……在

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里，通过学习受益的

学员还有许多。

“国家开放大学坚持面向基层、面向行

业、面向农村、面向边远和民族地区办学，育

人成果惠及各行各业，为高等教育普及化、促

进教育公平作出了重要贡献。”国家开放大学

党委书记、校长王启明介绍，目前，由国家开

放大学、各省级开放大学、各地学习中心组成

的办学体系遍布城乡。

除了开展学历教育，国家开放大学也不

断满足社会需求，大力开展非学历教育，注重

拓展社区教育、扩大社会培训、办好老年教

育。去年 3 月，以国家开放大学办学体系为

基础的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

“叔叔阿姨，咱们点一下音符标志，就可

以为短视频添加音乐了……”在国家老年大

学直属学院，教师王宇正在指导学员制作短

视频。“通过学习新事物，我体会到了生活中

的更多乐趣。”年逾八旬的连素华学会了短视

频拍摄与剪辑，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目前，国家老年大学在各地建设了 5.5 万

个学习点，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

课程资源 43.6 万门（个）、共计 408.9 万分钟，

老年大学办学体系更加完善，助力老年人老

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在 国 家 开 放 大 学 ，学 习 的 方 式 还 有 许

多。线上，打开终身教育平台，人工智能、法

律常识、美食制作等各类课程映入眼帘，点

击课程名称便可观看相关视频。 2022 年 5
月上线以来，国家开放大学终身教育平台已

汇聚精品资源 103 万余个，服务近 6100 万人

次，跨越时空限制，将优质资源送到学习者

身边。

“院士讲堂”项目邀请两院院士及知名

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面向公众普及科

学知识，形成 1.9 万分钟公益性精品资源，全

网学习人次超过 5 亿；“艺术名家课”项目邀

请书画家授课，线上总观看量达 1620 万人

次……据介绍，国家开放大学致力于促进信

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为学生提供更

便捷的学习体验，努力以优质多样的学习资

源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

“我们将以数字赋能终身学习，服务学习

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为战略主线，加速数

字化转型、建强开放大学体系、建好国家老年

大学，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开放大

学新的更大贡献。”王启明说。

国家开放大学—

完善办学体系 促进终身学习
本报记者 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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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这是深海的声音。”前

不久，在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

赛（2024）“青年红色筑梦之旅”

活动全国启动仪式现场，哈尔滨

工程大学学生张轩野播放了一

段 6 秒的录音。这段录音来自

7000 米的海洋深处。

今年初，张轩野登上前往西

太平洋的科考船，进行国产深海

声学释放器布放试验。从按下

发 射 按 钮 ，到 声 信 号 发 射 至 深

海，再经过释放器的反馈，最后

回传水面……信号回声清晰传

来，深海设备长期布放并安全回

收的关键难题得以破解。

“即使风高浪急，我也愿意

坚守在这里。”作为中国国际大

学生创新大赛主赛道金奖获得

者，张轩野道出广大青年学生的

心声：用专业知识、创新成果精

准对接实际需求，让青春在党和

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绚丽绽放。

国家所需，青年所向，青春

应奔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以

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为契

机，高校智力资源特别是大学生

创新成果在基层一线得到落地

转化。有的学生奔赴乡村，成为

新 农 人 ，带 动 一 批 乡 村 创 业 项

目，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有的学生走进基层，挨家挨户上

门调研，致力于增进基层群众就

医获得感……在广袤的祖国大

地上，高校学生了解国情民情、

增长智慧才干、锤炼意志品质，

书写着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青

春故事。

投身时代洪流，勇于创新创

造。在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

赛中，青年学生发挥聪明才智，

把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转化为

服务国家战略发展和人民群众

现实需要的实际行动：重庆交通

大学学生聂启霞和同学们一起

开展“沙漠土壤化”生态恢复研

究，在荒漠里种出萝卜、西瓜和

番茄；西北工业大学学生付一方

在导师指导下为多模式垂直起降飞行器研发智能控制

系统，使其具备适应突发状况的能力；南京工业职业技

术大学学生王美健与团队成员共同改进数控机床设

备，实现了复杂零件微米级精加工智能控制……一大

批新技术、新成果绽放在大赛的舞台上，成为培育新质

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量。

当下，如何让大赛办得更扎实，如何切实提升大

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实效，成为值得关注的内容。

于学生而言，不仅要迈开腿，更要勤动脑、勤思考，在投

身创新实践的过程中，矢志艰苦奋斗，强化使命担当；

于学校而言，可通过设置创新学分、开展多学科交叉融

合项目等方式，提升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努

力培养更多拔尖创新人才和团队。

扎根中国大地，创新筑梦青春。期待广大青年学

生把激昂的青春梦融入伟大的中国梦，用青春书写无

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彩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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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种子在少

年儿童心中生根发芽、真正培育起来”，并对少年儿童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记住要求、心有榜样、从小做

起、接受帮助”的明确要求。

于广大教育工作者而言，“记住要求”，就是要引导学生做

到心中有规，行为有范。学校在育人实践过程中要根据学生认

知发展水平，结合学习和生活等实践，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基本内容转化为具体、形象、直观的育人举措，使其融化在学

生心灵里、铭刻在脑子中，引导学生明白得更多、更深、更透。

要通过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等方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

实到日常教育中，促使学生养成良好习惯、规范和品格。

“心有榜样”，就是要让学生在学习英雄人物、先进人物、美

好事物的过程中，养成好的思想品德追求。以北京市海淀区民

族小学为例，学校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专家和教育科学出版

社的指导支持下编写《中小学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心有榜样”人物篇》一书，引导学生见贤思齐、励志笃行。此

外，组织榜样模范进校园等活动，探索跨学科主题课程，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从小做起”，要求学生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小事

做起，一点一滴积累，养成好思想、好品德。这里的“小”，一方

面指成长阶段，另一方面也指小事。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由一

件件小事组成的，养小德才能成大德。小事不小，教育工作者

应当把握住关键时机，顺天致性、立德树人。

“接受帮助”，就是要听得进意见，受得了批评，让学生在

知错就改、越改越好的氛围中健康成长。尤其在学习知识、涵

养能力的关键时期，学生要在教师、同伴和家长的帮助中不断

完善自身，提升核心素养和关键能力。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小抓起、从学校

抓起。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务实的态度、创新的思路，就

一定能够把正确的价值观念深植学生心中，为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夯实根基。

（作者为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党总支书记、校长，本报

记者闫伊乔采访整理）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深植学生心中
丁凤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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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复旦大学“强国之路”思政大课小班讨论

课上，航空航天系教授艾剑良（右一）与学生交流。

郭剑斌摄（人民视觉）

图②：现场教学环节，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学生

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了解智能医疗领域发展。

张洪寅子摄（人民视觉）

图③：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褚君浩

在授课。 王祎琴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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