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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好讲好〈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
论〉 用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铸
魂育人》

作者张东刚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
文章载于 《光明日报》 2023 年 10 月

16日08版

推荐理由：近日，中宣部会同教育部
组织编写的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出版。这部教材，是第一部
全面系统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统编教材，集中彰显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答时代课
题、引领实践发展、推动伟大变革的真理
力量和实践伟力，对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
脑，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具有重大意
义。如何用好该教材？作者从“深刻把握

《概论》出版的重要意义”“学好教材，更好
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讲好教材，全
方位系统化推进《概论》进课堂”三个层面，
为一线实践者提供了方法路径。

月 末 荐 读

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
才，是大学教育的要义，也是教育
内在的规律。在“大思政课”工作
格局之下，广大高校要坚持不懈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铸魂育人，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不断提升“大思政课”教育实
效，在思政课教学、课程思政、文
化思政、实践思政、数字思政、队
伍思政等六个方面凝心聚力，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

一是以思政课教学为基础，加
强主渠道思政教育的阵地作用。抓
思政课教学，要建构党的创新理论
研究阐释和教育教学自主知识体
系。进一步明确马克思主义学院的
定位，把马克思主义学院建成队伍
优、学科强、制度完善、特色鲜明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科学
研究、人才培养和理论宣传的坚强
阵地。设立思想政治教育专项研究
课题，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开
足开齐思政课，不断丰富拓展课堂
教学内容。加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
课程群建设，围绕新时代的伟大实
践，充分挖掘文化、校史等资源，
积极建设实用性强、特色鲜明的思

政课教学资源库。创新课堂教学形
式，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加强对学
生思想、心理及其关心的热点难点
问题的研究，制定有针对性的教学
方案。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积
极运用新技术手段组织课堂教学，
积极建设思政课智慧课堂，组织课
堂实践，总结推广课程实践的典型
案例。

二是以课程思政为支撑，推进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抓
课程思政，要全面推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
课堂进头脑。用好教育部普通本科
专业类课程思政教学指南、课程思
政系列共享资源库等资源，加强对
学校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的培
训，提升其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能
力。不断加强校级课程思政示范项
目建设，充分发挥学校课程思政示
范专业、教学团队、示范课程等项
目的引领作用，及时总结并形成可
以推广的经验，争取更多项目入选
省级、国家级示范项目。

三是以文化思政为辅助，实现
文化滋养与思政教育相辅相成。抓
文化思政，要扎实开展日常思政教
育活动，深入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凝练学校

特色文化。把校园文化建设与学校
的发展定位、专业建设和学校办学
特色结合起来，与学校文化传统和
人文精神结合起来，与学校人文环
境和自然环境结合起来，逐步形成
具有学校特色的精神文化、制度文
化、行为文化和环境文化。大力弘
扬长期办学积淀形成的以爱国主义
精神为核心的校史文化，不断汲取
学校优秀办学传统和办学理念的丰
富养料，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
代表达。大力弘扬革命传统，铸牢
信念之魂，着力彰显红色革命文化
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同向同行、相融
相通，增强思政教育的贴近性和感
召力。

四是以实践思政为突破，促进
实践教育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抓
实践思政，要构建实践教学工作体
系，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建立
校党委统一领导、马克思主义学院
积极协调、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密切
配 合 的 思 政 课 实 践 教 学 工 作 体
系。紧扣思政课实践教学目标和
要 求 ， 利 用 志 愿 服 务 、 理 论 宣
讲、社会调研等实践活动，开展
实 践 教 学 ， 推 动 实 践 教 学 规 范
化 。 用 好 教 育 部 等 八 部 门 首 批

“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和本地
本 校 “ 大 思 政 课 ” 实 践 教 学 基
地，与之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加
强研究和资源开发。发挥学校劳
动教育基地作用，全面落实大学
生劳动教育与实践，提升学生劳
动素养和职业精神，引导学生树
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和价值追求。

五是以数字思政为驱动，调动
网络引导与思政教育互促互利。抓
数字思政，要充分利用全国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网络集体备课平
台、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省
级智慧教育平台等提供的各类优质
教学资源，教育部大中小学思政课
一体化建设指导委员会推送的体现
思政课教学特色和水平的教学资
源、案例、重难点问题、示范课程
和教学素材等，持续提升思政课教
学质量。深刻理解和把握数字思政
工作内涵，做好互联网与思政工作
的结合，立足学生全面发展，强化
学生主体地位，增强网络育人的针
对性和实效性。充分发挥“互联
网＋”和“跨学科”的独特定位，
坚持线上线下一体式推进，主动谋
划，打通学校与学校之间、学院与
学院之间、课上课下、课内课外的
各类资源，深入挖掘和梳理不同学

科专业的思政元素，打造“思政金
课＋”新模式，拓展思政资源，提
升育人成效。

六是以队伍思政为保障，推动
全员育人与思政教育齐驱共进。抓
队伍思政，要建强建优专兼职结
合的师资队伍，全面提升教研水
平。坚持抓好思政课教师和辅导员
队伍建设，把两支队伍纳入教育事
业发展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总体规
划，严格按照国家要求配齐建强学
校专职思政课教师、辅导员队伍。
探 索 完 善 相 关 学 科 优 秀 教 师 遴
选、党政管理干部转岗等方式担
任 专 职 思 政 课 教 师 、 辅 导 员 制
度，多渠道选拔素质优良的教师
和管理干部，逐步建强、建优思
政课专职教师、辅导员队伍。建
设专兼结合的思政课师资队伍，
探索建立选用能够胜任思政课教
学 的 管 理 岗 干 部 兼 任 思 政 课 教
师、开展思政课教学的相关政策
制度。加强专职教师教育培训，
提升队伍综合能力，建立健全思
政课教师专业发展体系，拓展思
政课教师培训渠道，制定思政课
教师培训计划，强化新任专职教
师岗前培训。

（作者系兰州交通大学党委书记）

六个维度提升高校“大思政课”教育实效
狄生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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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校思政课“两性一
度”的本质要求——以“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课为例》

作者崔建霞系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教授

文章载于《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
年第9期

推荐理由：近几年，“两性一度”概念，
即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伴随着“金课”

“一流课”建设引起了高校思政课教师的广
泛关注和思考。“两性一度”对于高校思政
课意味着什么？依据这一要求如何调整、
推进高校思政课建设和改革？本文从理论
和实践两个角度加以思考和回答，一方面
详细论述了“‘高阶性’要求政治站位、目标
要求、质量成效都要高”“‘创新性’要求教
学改革实现创新突破”“‘挑战度’要求教学
内容、教学过程、教学评价保持合理难度”
等观点，另一方面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课的实践经验说明了上述观点如何在
高校思政课具体教学中落地，对进一步提
升高校思政课质量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3. 《以整体性协同性推进
思政课改革创新》

作者李东坡系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副院长

文章载于 《光明日报》 2023 年 10 月
17日15版

推荐理由：当前思政课的建设和改
革，更多关注的是内容的接地气和方法的
创新。而本文认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思
政课建设，推动思政课提质增效，要有针
对性地瞄准当前客观存在的问题，以整体
性协同性推进思政课改革创新。具体来
说，就是要瞄准“课程定位的高目标导致
思政课本身存在挑战性”“教学内容的高
要求导致思政课运行具有复杂性”“课程
体系的高格局导致思政课建设需要协同
性”“教学方法的高标准导致思政课效果
呈现差异性”四方面问题，从理论深化、
课程建设、教学研究、内容优化、运行过
程、方法变革等方面开展具体性创新，以
发展的视角看待思政课教学，从系统的维
度审视思政课建设，从整合的需求考察教
学要素，从效能的角度推进教学改革，实
现整体性优化的育人效果。

（本报记者 刘亦凡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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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蕴含海量信息，传播过程
往往夹杂着个人的情感偏好。部分
信息的真相被解构，真假信息相互
渗透，如果传播者对这类信息进行
有意无意的扩散，当参与者数量众
多、偏激性观点充斥网络从而形成

“偏见共同体”时，就会引发各种
舆情，甚至会形成群体极化现象。

大学生是网络空间较为活跃的
群体之一，网络社会互动行为已嵌
入其日常生活。在网络互动中，个
体信息具有私密性，普通人很难辨
别其他人的具体身份归属，这是部
分大学生热衷于在网络热点话题中
发表言论的关键因素。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要“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
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
来”。政府、学校、社会、家庭应
形成合力，教育引导大学生在网络
意见表达中做到言而有“实”且言
而有“信”，即基于真实可信的信
息发表理性的言论。培养大学生网
络意见正向表达的能力，具体应着
眼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甄别网络信息真实性的能
力。网络空间中，个别信息传播者
为吸引受众注意、增加流量，有意
篡改真实信息甚至传播虚假信息。

有些所谓的“新闻报道”断章取
义，操纵舆论，传播片面观点获取
情感认同和关注，挑动受众的非理
性情绪。大学生群体正处于人生的

“灌浆期”，尚未经历社会历练，对
事物的反思与批判性经验不足。网
络互动中，大学生容易被主观情感
和既有价值观裹挟，呈现认知上的
群体趋同性，对不实的、非理性的
信息起到整合和放大的作用，严重
者甚至会偏离主流舆论，成为网络
暴力等不良现象的助推者。培养大
学生甄别网络信息真实性的能力，
一方面要使他们能够对感兴趣的信
息来源进行追踪查询，看信息源是
否是权威媒体或值得信赖的网络平
台，另一方面要教会他们从标题、
署名、图片、文字语气等细节辨识
信息的真实程度和完整度。

二是辨别网络信息价值向度的
能力。价值向度之“向”意为方
向、指向、取向，“度”含有角
度、维度、尺度之意。辨别网络信
息价值向度的能力是指大学生对网
络信息价值取向的理解和区别能
力。网络信息是多元的，多元价值
会对大学生的思想、行为等产生不
同程度的影响，正向的影响包括从

信息中汲取滋养、开拓视野、提升
知识水平，负向的影响则表现在让
大学生陷入迷惑性极强的“价值陷
阱”。因此，应教育引导大学生明
辨信息内隐的价值方向，对信息可
能产生的影响作出价值评估，特别
需要注意那些假借公平正义之名挑
动受众负面情绪的信息。

三是网络信息评价的自控能
力。情绪表达是人的基本权利，但
其过程也应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和
道德规范。个体或群体的情绪表达
是引发诸多网络舆情事件的关键因
素，而网络舆情一旦生成，事件真
相就会被遮蔽和忽略。多数大学生
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理性自控力，但
其情绪情感控制能力还有待提升，
从众心理较强，容易受到外在不良
情绪的浸染，在从众机制作用下形
成“圈层化”并产生“回声室效
应”。当个体情绪表达通过网络平
台“滚雪球”式传递，汇集成为众
多人的、具有共性的情绪特征时，
个体情绪就会演变为社会情绪。正
向的社会情绪有助于推动社会的良
性发展，而负向的社会情绪会将

“事实的争论”转变为“情感的困
斗”，引发群体极化，甚至冲击社

会秩序。因此应教育引导大学生秉
持价值理性，掌控自我情绪，并对
网络信息进行客观评价。

在培养大学生网络意见表达的
正向能力时，政府、学校、社会、
家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政府承担着网络空间治理的责
任，具体表现为：一是通过法律法
规规范网络空间生态系统，对各种
网络信息平台予以强制性监管，督
导平台切实履行信息内容管理主体
责任；二是建立网络信息预警监测
机制，对网络信息进行监控和研
判，尽早发现可能引发网络暴力的

“导火线”，避免出现群体极化现
象；三是通过信誉度高的网络信
息平台，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
术破解“信息茧房”束缚，突破

“圈层化”限制，向大学生群体传
播适合的正向信息，同时有意识
地引导大学生提升对网络信息的
认知能力。

高校应建立网络教育的组织体
系，主要体现在课堂教育、课外活
动、个性教育的多维结合。采取

“堵疏结合”的办法，引导大学生
树立健康的网络行为观。前者体现
在建立规则意识，教育引导大学生

不能逾越法律法规的边界；后者体
现在高校管理者和专任教师在课堂
教学过程中运用案例，在开放式的
讨论中引发学生的深度思考，或通
过校园文化活动中的戏剧、小品等
形式重现网络热点话题，让学生自
主甄别应该“理胜于情”还是“情
胜于理”。“疏”的意义在于，当学
生再次面对网络热点话题时，能够
独立且理性地判断信息的真实性，
在网络互动表达中减少感性话语，
少受偏见式话语的影响，逐渐形成
思辨式思维。

人们常说，如果给互联网开一
个口子，它就会被“垃圾”填满。
各类网络平台应遵守国家的法律法
规，秉持正确的价值观和伦理立
场，自主营造健康文明的网络环
境。此外，要加强社区、家庭、学
校之间的联系，发挥各自优势，建
立大学生的日常情感表达通道，并
从社区服务角度为大学生提供参与
社会活动的机会，帮助大学生积累
社会实践经验，为其正确认知现实
社会、准确评价网络信息奠定基础。

（作者孙晶系北华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讲师，王凌皓系东北师范
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培养大学生网络意见正向表达的能力
孙晶 王凌皓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思政
第一课”在广东工业大学剧场举
行。学校党委书记胡钦太以原创情
景史诗剧 《青春印丰碑》 为教学载
体所作的 《赓续红色血脉，勇担强
国重任》 主题演讲，在师生中引发
强烈反响。

《青春印丰碑》 讲述的是半个
多世纪以前，广东工学院 （广东工
业大学前身） 200 余名师生投身于
为香港供水的“东深工程”建设、
在劳动实践中磨砺成长的故事。全
剧从五个维度建构和表达出中国青
年敢于担当的文化底色，形成了一
堂情感与价值融合的美育思政大
课。

一 是 家 国 为 重 的 “ 担 责 意
识”。家国为重是一种责任意识，
是青年担当的思想起点，体现为个
人主体对家国共同体的认同情感。
个人的理想只有同国家前途和民族
命运相结合才有价值—— 《青春印
丰碑》 在第一篇章 《临危受命》 中
浓墨重彩地引入这一观点。1963
年，香港遭遇大旱，香港同胞陷入
水荒。周恩来总理知悉后作出重要
批示：从东江引流入港，不惜一切
代价，保证香港同胞渡过难关。工

程启动后，技术人员紧缺，热血澎
湃的青年学子咬破手指、盖上血
印，义无反顾地到祖国最需要的地
方去，投入当时世界上尚无先例的

“石马河分级逆流提水”建设工程。
二 是 实 干 进 取 的 “ 担 责 力

量”。实干进取是一种责任力量，
是青年担当的行为动力，体现为个
人主体的志存高远。《青春印丰
碑》 第二篇章 《工程交响》 用舞蹈
组合、阿卡贝拉、打击乐、诗歌朗
诵等多元艺术形式，演绎莘莘学子
深入到工程的各个工段苦干实干的
劳动场景。学生们住在老鼠、苍
蝇、蟑螂甚至毒蛇可能随时出没的
简易工棚里，却每日热情高涨地迎
着晨曦测绘制图、管理施工、检查
质量，伴着落日挖地挑土、敲石打
夯、挥汗如雨。他们为“我们拥有
一个共同的名字——水利工程建设
者”而骄傲、自豪，用笑声、号子
声唱响 《要让河水上山坡》 的工程
交响，用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和吃
苦耐劳的乐观主义精神在荒坡野岭
建功立业，把特殊的毕业设计写在
祖国建设中。正是这种责任力量，
激励他们成长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的生力军，推动着中华民族勇毅前

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 是 不 畏 艰 难 的 “ 担 责 品

格”。不畏艰难是一种责任品格，
是青年担当的精神内驱力，是个人
主体基本素质的体现。《青春印丰
碑》 第三篇章 《风雨兼程》 是全剧
的高潮部分。工程中的危机远超年
轻人的想象。一年之内，超强台风
5 次袭击东江支流石马河工地，狂
风卷走工棚屋顶，洪水冲垮施工围
堰。灾难骤然而至，学子们不畏艰
难，用木桩、沙袋甚至身体堵住洪
水，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人在，围堰在”的誓言振聋发
聩。《雁田关闸》 情景舞段中，团
支部书记陈汝基与工地总工程师手
牵手在齐腰的洪水中逆行四个小
时，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了关闸泄洪
的任务。舞蹈演员用肢体演绎急流
洪水，用马灯隐喻心中笃定的责任
目标。面对灾难，东深工程建设群
体从恐惧到无畏，心理变化和成长
过程感动着每一位演员和观众。

四 是 敢 于 牺 牲 的 “ 担 责 气
度”。敢于牺牲是一种责任气度，
是青年担当大无畏精神的外在表现
形式，体现着个人主体的心理素质
和综合修养。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青春印丰碑》 中土木工程专业学
生罗家强在台风暴雨袭击之时，坚
守沙岭工段，不慎从 7 米多高的闸
墩跌落，生命永远定格在 23 岁。
他的牺牲没有成为同学们心中的阴
影，大家擦干眼泪，一声声“老
师，让我接替罗家强的工作”的请
愿，气震山河。《山河》 的咏唱，
饱含对祖国和人民的赤子之心，闪
耀着为祖国而献身、为人民而奋斗
的精神光芒。

五 是 放 眼 未 来 的 “ 担 责 抱
负”。放眼未来是一种担责胸怀，
是青年担当远大志向的展望，体现
着个人主体的文化自信和远大抱
负。青年是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
的群体，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
要力量。1965 年 2 月 25 日，东深
工程全线完工。广工学子出色完成
了这项特殊的毕业设计，将青春理
想的答卷镌刻在东深工程的历史丰
碑上。从这一天起，奔腾不息的东
江水润泽紫荆，承担起哺育香港同
胞的历史使命，联结起香港与祖国
的骨肉之情；从这一天起，为香港
送水的建设者一代又一代，接力守
护生命之源；从这一天起，东深供
水工程建设者群体的“时代楷模”

精神成为铸魂育人的不竭动力，激
励着更多青年学子在新时代的赶考
路上凝聚智慧和力量，与粤港澳共
崛起，攻坚克难，踔厉奋进。《青
春印丰碑》 第四篇章 《青春无悔》
中，当年的莘莘学子鹤发聚首、追
忆往昔，一曲 《你看见了吗》 唱响

“赓续红色血脉，勇担强国重任”
的时代强音。

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新时代中国
青年要担当时代责任，强调“新时
代中国青年要珍惜这个时代、担负
时代使命，在担当中历练，在尽责
中成长，让青春在新时代改革开放
的广阔天地中绽放，让人生在实现
中国梦的奋进追逐中展现出勇敢奔
跑的英姿，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情景史诗剧 《青春印丰碑》
正是将青年担当融汇在了美育形象
的塑造之中。

（作者系广东工业大学思政课
协同创新中心、通识教育中心副教
授，《青春印丰碑》 总导演；本文
系教育部思政司 2023 年度“高校
原创文化精品”广东工业大学培育
项目成果）

广东工业大学创排情景史诗剧《青春印丰碑》——

美育思政塑造青年学子责任担当
郑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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