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姜澎 樊丽萍 唐闻佳

首席编辑/张怡波 一版责编/杨 阳
编 辑/李欣泽 见习编辑/惠逸伦
本版责编/靳 玮

ｗww．whb．ｃｎ

２０20 年 6 月 22 日 星期一2 焦点

“中国抗疫”大教材感动莘莘学子
上海高校思政课“升级版”将抗疫力量转化为育人力量
与祖国同向同行！抗疫期间复旦大学新增入党申请师生555人、火线入党56人，选调生报名人数和签约人数呈台阶式增长

 上海高校把发生在中国大地上、学校师生身边的真实感人的抗疫故事，做成最鲜活的思政教材、

最具感召力的育人样本，源源不断地引入课堂，将抗疫力量转化为育人力量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 一度让大学校园生活按下

“暂停键”，也无形中开启了高校育人模式的“升级键”。

如何让 95 后、00 后在校大学生读懂在这场战“疫”

中，中国人民展现的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 如

何让一代新人在战“疫”中成长、成熟？ 在复旦大学，破

题如是———依托一根网线，把发生在中国大地上、学校

师生身边的真实抗疫故事，做成最鲜活的思政教材、最

具感召力的育人样本，源源不断地引入课堂，将抗疫力

量转化为育人力量。

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在复旦，不仅 4580 门次的

网课悉数上线，思政课更一举成为网课中的“爆款”。 从

大年夜逆行、驰援武汉的白衣天使，到坚守上海战“疫”

一线的 “硬核”医生张文宏 、“疾控女侠 ”吴凡……随着

各路抗疫英雄纷纷上 “云”进 “课堂 ”，“云思政 ”带来的

“流量”远超传统思政课。 有时，一节课吸引近 7 万人次

观看，同时参与弹幕讨论的人次突破 8000 人；有时，比

流量更震撼的是课堂本身：上着同一堂课，听身边的同

学和老师分享战 “疫 ”见闻，一个班级同学的眼眶全部

湿润了……

在战“疫”中积淀的感动，正化为一代新人的信念与

担当。今年，复旦选调生报名人数和签约人数呈台阶式增

长。截至目前，2020届毕业生中有 2360人次报名 31个省

（区、市）的定向选调生，较去年增长 59.68%。在抗疫期间，

复旦新增入党申请师生 555人，火线入党 56人。

更多来自学校的调查报告显示，通过这次抗疫，师

生们进一步坚定了“四个自信”，进一步激发了爱国情、

报国志。

■ 思政工作的效果究竟体现在哪里？ 在复旦大学学生工作部和研究生工作部最近的调研中
发现， 96%以上的学生表示， 通过这次疫情， 更加认同我们的国家制度和党的领导作用； 95%

以上的非党员学生增强了对党的信任， 近 100%的学生认同我们国家制度的优越性； 95%以上
的党员学生通过抗疫更加意识到党员的责任

■ 不仅学生， 在对教师的调查中发现， 99%的受访教师赞同 “立德树人是教师的天职”，

超过 95%的受访教师赞同 “教师应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从思政理论课、 专业基础课到第二课
堂的讲座 、 论坛 ， 抗疫成为课堂上最鲜活 、

最吸引人的素材， 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
行， 进一步形成育人合力

最广阔的思政课堂就在中国大地上

讲好用好最鲜活的思政教材———

6 月的上海，“寒冬战疫”似乎变得遥远，但有些记忆却

清晰如昨。在复旦的课堂上，学生们仍然可以听到一群已然

归来的医护工作者在口述、在分享，因为他们不仅是医生，

更是老师。

“人生会遇到很多的困境，但我们（医务人员）永远要做

的是给病人一个希望。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体外循环专

家李欣眼下正在参与一堂特殊的医学人文课的录制， 上线

后，这门课将面向包括医学生在内的所有青年学子。

此前， 李欣与中山医院专家团队奋战在上海市公共卫

生临床中心救治新冠病人。一路战“疫”，他特别想跟学生分

享的是那张一度刷屏的“落日余晖”照片：今年 3 月 5 日那

天， 中山医院 27 岁的援鄂医生刘凯在护送 87 岁的新冠肺

炎老人 CT 检查归来途中，遇到夕阳西下，患者与医生，两

个背影，温暖了很多人。“照片中的主人公刘凯，是我们非常

好的工作伙伴。 我是武汉人，来自武汉，非常遗憾这次没有

机会护佑自己的家乡，但我护佑了上海同道的家乡……”

在复旦，论及疫情下开启的“云思政”课堂，很多师生都会

提到一个词：感动。从思政理论课、专业基础课到第二课堂的讲

座、论坛，抗疫成为课堂上最鲜活、最吸引人的素材，各类课程

与思政课同向同行，进一步形成育人合力。

曾几何时， 高校的思政课教师一直致力于提高学生的

“抬头率”“参与率”，而在“云思政”课堂，高频互动和延时下

课，成了线上的一道新风景。

就在上周，由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奇峰

主讲的“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堂上，教学的主题又一次

因为触及战“疫”而引来热烈讨论。 “医生的高尚行为，是忠

于职业本分，是对职业初心的恪守与遵循”“疫情期间医生

高强度、长时间加班，已经超出了爱岗敬业，甚至超越了职

业道德，唯有奉献型道德可形容”……张奇峰这一天主讲

的章节，恰好是谈爱岗敬业。 疫情中白衣战士守护生命的

感人事迹，屡屡被学生们谈及。 原本晚上 8 点下课的线上

课程，一直延续到了晚上 9 点半才下课，而学生们下线时

仍意犹未尽。

张奇峰所在的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备课组有 10 多位

老师，每三周集体备课一次。 在他看来，结合抗疫的真人真

事，广大青年学子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抗疫彰显的是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的最好诠释”。

“和传统的思政课讲授课本上的知识不同，疫情发生以

来，很多课堂上讲述的都是发生在我们师生身边的故事，真

实的育人素材让学生们更走心， 也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包括张奇峰在内，

不少一线教师都有同样的感言： 抗疫就是最鲜活的思政教

材，最广阔的思政课堂就在中国大地上。

此次抗疫，复旦大学派出的援鄂医护人员达 511 名。这

些最美逆行者在战“疫”一线穿过的防护服、写下的书信，包

括他们用过的一块吊牌、一张返程机票等，如今都经常出现

在各类战“疫”主题的展览中，成为第二课堂的育人养料。

①④： 复旦大学抗疫主题展成为第二课堂的育人养料。

本报记者 袁婧摄
②： “鹅旦梦” 志愿者在线上课。 （复旦供图）

③： 今年复旦的选调生人数上升。 （复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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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思政队伍始终 “在线”， 党建与思
政工作实时联动， 复旦的学生工作如期实现
了 “精准覆盖到每个人”

从“面对面”转变为“键对键、心连心”

战“疫”下的育人大考———

学生在哪里，思政工作就要延伸到哪里。 今年的疫情，

为高校育人工作带来史无前例的“大考”：不仅遇到“史上最

长寒假”，且身处四方的学生们数月宅家，学习生活都在网

上。 不仅如此，不少学生家乡还在疫情“震中”；另有不少学

生身居海外，随着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他们也成为一个令人

牵挂的群体。

在复旦，早在今年 2 月，国内疫情暴发后不久，学校就

发出了集结令———对党员干部、思政辅导员、教师进行全员

动员，将思政工作队伍全部前移到线上，转型升级：党建思

政工作深度融合，从传统的面对面，转变为“键对键、心连

心”。

在湖北，复旦教师、学生加起来有 1000 多人，其中教师

97 人、学生 980 多人。 疫情期间，学校建立的临时党支部覆

盖全体师生。

学生的物理空间有何变化，思想动态如何，由于思政队

伍始终“在线”，党建与思政工作实时联动，复旦的学生工作

如期实现了“精准覆盖到每个人”。

今年疫情发生时，复旦大学 2017 级软件工程专业研究

生水泽农正在家乡———湖北襄阳。父亲是当地一名公务员，

姐姐在医院工作，随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打响，水泽农不

仅经历了“有史以来最长的寒假”，也度过了“和父亲见面最

少的一个假期”。

“我爸经常半夜两三点就要赶去机场，负责救援物资的

运送和分发。连续 69 天，他每天白天开会，下午和同事们出

现在高速公路、国道、县道和一些乡村道路路口，参与测温

工作。 今年过年，我姐孩子刚满月，因当地核酸检测专业人

员奇缺，她想都没想，就回到了医院……”水泽农的爸爸和

姐姐都是共产党员， 而水泽农自己也有一个身份———复旦

在鄂研究生第四党支部书记。

在线上和支部的 168 位研究生党员分享自己的战“疫”

所见所闻时，他不仅得到了很多“战友”的鼓励，更重要的

是，这群年轻人在战“疫”中，看到了无数身边平凡又不平凡

的党员成为最美“逆行者”，他们真切明白了“随时准备为党

和人民牺牲一切”的入党誓词的深刻含义。

疫情发生后，包括上海在内，很多人都记住了“硬核”医

生、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党支部书记、主任张文宏

的那句名言“共产党员先上”。而在复旦，更多师生则从身边

的榜样中，找到了对这句话的生动注脚、阐释。

通过一根网线，让 3000 多名在世界各地的师生“心连

心”，疫情期间，复旦还动员多方力量，邀请张文宏等专家与

海外留学生连线 20 多次， 为这些留学生提供抗疫支持，让

远在异乡的学子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

“我们是学生党员，除了更严格要求自己，大家也开始

主动思考、作为。 ”回到复旦的校园后，水泽农发现，身边的

同窗、学长以及学弟学妹们都开始“忙碌”起来。做社区安全

的守护者、做同学的关爱者、做谣言的粉碎者……“我们都

想尽己所能，发挥专长，报效国家。 ”用水泽农的话说，经此

战“疫”，很多 95 后、00 后们，仿佛一夜长大。

■ 在复旦， 全体教师闻令而动。 除了医
学院和附属医院 ， 全校共有 20 多个与抗击
疫情有关的科研团队， 形成了包括新冠病毒
分离和疫苗研发在内的五六十个攻关项目

思政课顺势而为，课程思政顺势而推

告别苦口婆心式的说教———

在疫情中开启线上教学，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

■ 在复旦， 教师们全身心投入科研抗疫、

教学抗疫， 无形中感染、 鼓舞着学子。 经过
抗疫， 新的育人成果正在生成

深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

把抗疫的鲜活经验———

在复旦度过 9 年， 一路从本科、 硕士， 直到拿到博士

学位后，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2017 级博士研究生叶迎

风做出一个选择： 成为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一名选

调生。

“战 ‘疫’ 中， 教过我们的很多老师一下子成了百姓

心目中的英雄， 当一名基层选调生， 是让我有机会和他们

一样， 发挥所知所学、 为更广大人民群众谋幸福的最美职

业。” 叶迎风说， 在校期间除了学习专业知识， 对他影响

最深的就是自己的导师。 “公卫虽然是个小学科， 但老师

教导我们， 不仅要有严谨的科研态度和良好的科研习惯，

更要有 ‘一腔热血为华夏’ 的爱国情怀和 ‘一枝一叶总关

情’ 的社会责任感。”

在复旦， 教师们全身心投入科研抗疫、 教学抗疫， 无

形中感染、 鼓舞着学子。 经过抗疫 ， 新的育人成果正在

生成。

思政工作的效果究竟体现在哪里？ 在复旦大学学生工

作部和研究生工作部最近的调研中发现， 96%以上的学生

表示， 通过这次疫情， 更加认同我们的国家制度和党的领

导作用 ； 95%以上的非党员学生增强了对党的信任 ， 近

100%的学生认同我们国家制度的优越性； 95%以上的党

员学生通过抗疫更加意识到党员的责任。

不仅学生， 在对教师的调查中发现， 99%的受访教师

赞同 “立德树人是教师的天职”， 超过 95%的受访教师赞

同 “教师应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疫情防控对于育人带来的促进作用 ， 是我们没有

想到的。 党员教师和学生在抗疫这个大课堂中收获了党

性的提升， 非党员师生在抗疫这个大课堂中对党更亲近

了。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说，疫情对于学校育人来说是

考验、挑战，如今看来，在战疫中，复旦师生们也迎来了新

的收获。

如何从学理上探讨此次抗疫中显示的制度优势，并且把

鲜活、火热、难忘的故事真正深化成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和

话语体系？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石磊近日和学术同道分享

了他的经历与思考。 “一个制度的好坏，在市场运行正周期的

时候未必能看出，往往是遭遇重大调整、重大冲击，或者严重

波动时才会显现出来。 而对教育者来说，结合疫情，用学理阐

释清楚中国制度的优越性，这是最科学的时机。 ”

不久前， 由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共中央党校

专家工作室主办的 “疫情叙事与制度优势” 学术研讨会在

学校举行。 把全球抗疫作为学术研究对象， 可以进一步转

化为疫情叙事。 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 复旦将协同各

学科、 协同全国同行， 把抗疫斗争的鲜活经验总结为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动力， 把抗疫英雄

事迹转化为思政课和课程思政的最生动素材， 不断提出体

现中国立场、 中国智慧、 中国价值的理念、 主张和方案，

形成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 话语

体系、 教材体系。

学院研究员沈逸也成了当之无愧的 “网红教授”。

他在 B 站上的团课 ， 每次开讲都迅速突破 10 万人

次； 他在 B 站上的栏目 “逸语道破”， 累计播放量达到数

百万。

“成长于网络时代的 95 后、 00 后， 他们不接受传统

苦口婆心式的说教。” 对于线上教学， 对于 “云思政”， 沈

逸有自己独到的理解： 如今的在校大学生更渴望的是， 如

何学会甄别信息的真伪， 用自己的理论框架去理解纷繁的

信息， 并还原出真实的图景———这也是当下思政工作最迫

切的任务。

疫情发生后， 沈逸第一时间就将全球疫情分析引入以

全球治理为主题的专业课教学。 他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

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政府在抗疫斗

争中表现出的强大治理能力， 帮助年轻的大学生认识 “全

球应对新冠疫情的实践中， 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

理性、 必要性和迫切性”。

“思政教育， 不是用某种话术向学生灌输思想， 而是

基于事实的实证教学。” 沈逸说， 今年的新冠疫情从暴发

之初， 就天然自带政治属性和全球治理研究领域的特殊属

性。 “可以说， 中国在疫情防控中表现出的超凡成就， 正

是我们的制度优势带来的超凡作用。 对于这些事实， 教师

们要及时在课堂上做好讲解， 帮助学生从学理层面进一步

加深理解、 形成共识。”

打开沈逸在 B 站的视频， 经常看到学生们发的满屏

弹幕。 “中国的效率之高连我们自己有时也难以相信” “中

国就是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 选择 ‘救人’ 的国家” ……视

频下的评论通常都是四位数。

学生陈温温留言： 沈老师的课程是对西方国家 “傲

慢与偏见” 的最好注解， 现在已经不是西方的月亮比较

圆的时代 ， 面对疫情 ， 只有像中国这样实事求是的国

家， 才能做出正确应对。

“思政课顺势而为， 课程思政顺势而推。” 在复旦 ，

全体教师闻令而动。 除了医学院和附属医院， 全校共有

20 多个与抗击疫情有关的科研团队， 形成了包括新冠病

毒分离和疫苗研发在内的五六十个攻关项目。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最危急的时刻 ， 火神山 、 雷

神山两座集中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专门医院在武汉市

拔地而起， “基建达人” 展现的 “中国速度” 为世界所

惊叹。

在复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虚拟现实引论 ” 的专

业课教学中， 徐志平教授用虚拟现实技术向学生展现了

医院如何进行模块化组装的形式构建， 并指导学生在网

上建构 “大国工程”。

今年 2 月份， 口罩一度成为紧缺物资。 在复旦大学公

共卫生学院教授罗力指导下， 公共卫生学院、 计算机科学

技术学院、 软件学院的 14 名学生组成的团队连续 16 小时

紧急开发了大数据管理信息系统。 这个系统连结了全上海

6077 个居委的 2480 万居民、 1182 家药店、 58 个配送公

司， 使得口罩得到了有效调度， 并及时发放到每一户居民

家中。

罗力回忆， 为保证口罩以最快速度发放到最有需要的

人群手里， 整个团队除负责人张天天在市商委现场办公

外， 其余团队成员都在全国各地居家持续奋战。 所有人都

是 24 小时待命。 这些 90 后学子说， 我们不是医生， 不能

出现在抗击疫情的一线， 能通过这样的方式为抗击疫情做

自己的贡献， 真的非常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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