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思政课，“有意思”“都爱听”“真相信”
沪上高校昨集中展示“课程思政”改革最新成果

让大学里的思政课变得 “有意思 ” “都爱听 ” “真相信 ” ———过
去一年 ， 上海高校全面启动 “课程思政 ” 教育教学改革 ， 已经实现了
“三个全覆盖 ”： 所有高校全覆盖开设 “中国系列 ” 思政课选修课 ； 所
有高校全覆盖开展综合素养课程改革 ； 所有高校全覆盖开展专业课程
育人改革。

这一组数字， 标志着这场改革的阶段性成果： 上海已形成以思政课

必修课为核心、 50 余门 “中国系列” 思政课选修课为骨干、 400 余门综
合素养课为支撑、 近千门专业课为辐射的 “课程思政” 同心圆。

比数字更有说服力的是现场。 教育部昨天在上海召开 “加强新时代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现场推进会”。 沪上高校纷纷敞开大门， 集中展
示一批 “课程思政” 改革取得的最新成果。 前来观摩的高教界专家由衷
感叹： 大学思政课， 原来可以这样上， 而且上得如此有滋有味。

让十九大精神第一时间进课堂
复旦大学教授李冉解学生思想之“渴”

这两天，很多人的朋友圈都被“冰

花 男 孩 ” 刷 屏 。 昨 天 ， 在 复 旦 大 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 义 思

想》的课堂上，给学生讲课的该校马克

思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李冉就把“冰花

男孩” 的故事带到了课堂上———“为什

么看到这个小男孩的时候，我们的内心

有一种一下子被戳中的感觉？ ”
循着这个 问 题 ， 李 冉 话 锋 一 转 ，

手指黑板的板书 ， 上面写着三 个 字 ：
“新矛盾”。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重大判断， 把过

去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

落 后 的 社 会 生 产 之 间 的 矛 盾 ” 的 表

述， 转变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
为了帮助大学生深刻理解这一主

要矛盾， 李冉和学生们一起剖析 “冰

花男孩” 触动人心的原因： 这个生活

在云南昭通的农村儿童每天要步行一

个多小时上学， 因近期天气寒冷， 到

教室时他的头发上都结了冰花。 “过

去五 年 ， 我 们 国 家 的 发 展 取 得 了 极

不 平 凡 的 成 就 ， 但 是 这 个 孩 子 的 存

在 告 诉 我 们 ， 城 乡 、 区 域 发 展 还 是

不平衡的。”
把学生真心喜爱、 终身受益作为

建设好思政课的第一标准， 真正解学

生思想之 “渴”， 复旦大学在全国高校

中率先开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系列专题， 让党的十

九大精神第一时间进课堂。
李冉意识到， 要让更多在校大学

生把握十九大报告的深刻内涵， 必须

为 他 们 深 度 解 析 报 告 中 的 “时 代 密

码 ”。 在昨天的课堂 ， 他拿自己 作 比

方 ， 直 言 “ ‘70 后 ’ 的 我 ， 很 羡 慕

‘90 后’ 的你们”。
因为很多 “70 后” 当学生的时候

听 说 过 一 句 话 ： “月 亮 也 是 外 国 的

圆 。” 彼时上课用的不少教材来 自 西

方， “以至于后来和外国学者在一起

讨论问题， 有时也不自觉地会有一种

底气不足。” 但如今的 “90 后 ” 大学

生截然不同， 他们视野开阔， 和国外

的同龄人始终能够以平等的视角对话。
“这种平等 ， 源自我们国家改 革 开 放

40 年取得的成就，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们国家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从过去五年取得的新成就一路讲

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昨

天的课程末了， 李冉用一张 “时间表

” 勉励听课的大学生： “当我们实现

‘两个一百年’ 的奋斗目标时， 正值你

们人生的 ‘当打之年’。 换句话说， 在

座 诸 位 将 全 程 参 与 民 族 振 兴 的 全 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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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旧金山新海湾大桥“读懂中国”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刘西拉与学生共话“文化自信”

“我出生在抗战时的重庆大轰炸

中，在我的求学和职业生涯中，见证了

中国逐渐走向强大，我想从一名土木工

程师的角度，和同学们谈一谈中国是如

何走到世界舞台中央的。”昨天，年过七

旬的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刘西拉在“读懂

中国”系列课《中国工程与中国自信》上
的开场白，赢得台下学生一片掌声。

刘西拉教授毕业于清华大学结构

工程专业，他曾经在“大三线”负责大量

的工程顾问、质量诊断、抢险加固和设

计工作。 在上海交大，他一直为本科生

讲授“土木工程概论”专业基础课和“21
世纪工程人才培养” 选修课，“读懂中

国” 系列课则囊括了这两门课的内容。
这一系列课程由一批专业大咖共同主

讲，内涵主线是从思政教育的高度来激

发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昨天的课堂上，刘西拉讲起他童年

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在日本侵略者的飞

机轰炸声中，被舅舅夹在胳膊下往防空

洞里逃，在防空洞里面对一张张惨淡的

脸，等待轰炸的结束，“那时候我最深的

体会就是落后一定会挨打”。 上世纪 50
年代，他考入清华大学。 后来有机会参

加一些国际会议，他常常听到国外学者

在主席台上讲他们的成就和贡 献 ，他

想：“中国的工程技术也会有走上世界

前沿的那一天。 ”
2005 年印度洋地震及海啸之后 ，

世界工程组织在印尼召开全球大会，研
究如何抗灾。 刘西拉作为中国代表最后

一个发言时指出：“我的报告有 40%谈

的是中国的成就和贡献，有 60%谈了中

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听了报告，世界

工程组织主席说：“中国的代表展示了

中国的自信和开放。 ”这让刘西拉意识

到了中国工程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
而另一次是美国加州旧金山新海

湾大桥的竣工，这座完全由中国建造的

大桥，桥梁构件都是在上海长兴岛造好

后运到旧金山的。 2013 年通车时，旁边

挂着一条横幅，上面用英文写着“注意，
这桥都是外国钢材，这本来应该是美国

公司造”。 这象征着中国桥梁建设终于

敲开了世界发达国家的大门，世界桥梁

制造拉开了中国世纪的帷幕。
“读懂中国，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

不是只看到成就，我们仍然需要看到我

们还面临着人口、资源、环境和自然灾

害方面的挑战，仍然需要看到，我们在

赶超发达国家时，不能忘掉我们优秀的

传统文化。 ”刘西拉特别谈到中国文化

传统，鼓励学生要有文化自信。
他还和学生谈到，中国文化传统包

容、开放，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全

部接受别人的东西，我们要在传统文化

中寻找到我们的发展动力。

把医学课演绎为温情“人生大课”
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张黎声带领学生感恩“大体老师”

人体解剖学是医学院最基础的一

门课。 在上海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张黎声教授的课堂上， 这门传统医学

专业课上得非常与众不同。
“徐 欣 毅 是 我 们 学 校 2012 级 研

究 生 ， 身 患 白 血 病 ， 弥 留 之 际 ， 他

跟 妈 妈 说 ： 我 很 想 与 学 校 和 我 热 爱

的 事 业 一 直 在 一 起 。 欣 毅 去 世 后 ，
他 的 遗 体 捐 赠 给 了 学 校 ， 他 就 这 样

真的留在了学校 。” 张黎声在 课 堂 上

深情讲述 。
这样的遗体捐献者又被医学生称

为 “大体老师”， 张黎声的 《人体解剖

学》 第一课就以与学校有关的 “大体

老师” 的故事为引。
陈海新， 1993 年毕业于上海中医

大， 分配到周家渡地段医院， 她患有

先天性小脑扁桃体疝和颈髓空 洞 症 ，
因而又被称为 “轮椅上的白衣天使”。
“我的病无药可医， 生命注定短暂， 所

以多做一些工作， 我的生命价值就大

一些。” 陈海新这样说。 她也把遗体捐

献给了她热爱的医学事业。
“我愿在有生之年将我所学尽力

奉献社会， 身后则捐献遗体为振兴中

医药事业略尽绵薄之力。” “真希望中

医药大学能多出几个张仲景、 华佗这

样的大家。” 这是遗体捐献者的心声。

张黎声的课上 ， 这样的 “无言 良 师 ”
还有很多。

在医学院校， 人体解剖学是一门

研究人体正常形态结构的科学， 除传

授人体各器官正常形态结构的理论知

识， 还需学生动手进行解剖操作， 这

门课的最大特点就是以捐献遗体为教

学媒介。 张黎声的人体解剖学教学团

队就以平常人 “尚难理解和做到” 的

遗体捐献为切入点， 将思政元素融入

教学， 不仅强调医学技能的传授， 更

注重引导学生对生命意义的思考、 对

医学生责任意识的审视。
聆听过这门 课 的 学 生 吴 冠 锦 说 ：

“老师反复强调， 哪怕最终被遗忘， 在

人文思想方面获得的正能量却不能被

忽略 ， 这也是这门课程的精髓 所 在 。
在我的眼中， ‘大体老师’ 的躯体是

冰冷的， 但灵魂是火热的。”
“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我知道你

为了谁， 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以后要为

了谁。” 这段摘自学生感言的文字， 成

为学生们在实验报告中引用率最高的

话语， 它感动着每个同学。
从 2013 年 的 市 教 委 重 点 课 程 项

目， 到 2014 年的德育研究课题， 张黎

声与教学团队一路打磨、 丰富人体解

剖课的内涵， 把这门人人眼中 “冷冰

冰” 的医学专业课演绎成了一堂充满

温情的 “人生大课”。

剖宫产热潮下，隐患已在显现

十月怀胎本是瓜熟蒂落的过程，剖

宫产的出现帮助了部分难以自然分娩的

妇女实现该过程， 却不料越来越多人选

择这个方式，隐患也就此埋下。 昨天，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妇产科

团队宣布，就在去年，他们共为 22 例凶

险性前置胎盘产妇完成分娩， 母婴均告

平安， 至此成为上海此类高危孕产妇救

治率最高的团队。与此同时，面对汹涌而

来的罹患剖宫产并发症的备孕女性，该

团队致力于开展子宫修复术， 其疤痕子

宫修复术和子宫切口憩室修复术的数量

亦达到国内最高。在“最高”的数字面前，
医生喜忧参半，为掌握高难度技术、拯救

更多患者而雀跃， 也为临床涌现的这些

棘手病例而陷入反思。

高剖宫产率留下两大隐患

20 年 前 ， 中 国 的 剖 宫 产 率 不 到

20%。 20 年来，情况已然天翻地覆。 2010
年，世界卫生组织有关调查显示，我国的

剖宫产率高达 46.2%， 其中无指征剖宫

产占 11.7%，是世卫组织标准的三倍。
剖宫产率处于高位，有研究者分析，

这不仅是医学问题，更是社会问题、经济

问题， 同时要注意分析其中存在的地区

差异。 比如，在部分欠发达地区，剖宫产

率并不高， 这可能导致孕产妇与围产儿

死亡。 所以对剖宫产不能以“一刀切”的
态度看待，技术本没错，而是要关注剖宫

产过度使用带来的隐患。
这些年， 我国也已在不断推进 “降

剖”举措。不过，曾经的高剖宫产率，叠加

眼下的“二孩”政策全面落地，让临床上

出现了一些始料未及的棘手情况。
“曾经普遍实施的剖宫产对今天的

中国女性在孕产问题上造成了两大重要

的隐患———凶险性前置胎盘孕妇数量的

增加， 以及由剖宫产并发症造成的不孕

不育女性的增加， 这让很多符合政策的

家庭失去了拥有二孩之家的希望。”新华

医院的产科医生如是说。
去年 6 月，新华医院调动八大学科，

耗时 9 小时，输血过万毫升，方才成功抢

救了一位 45 岁的 “凶险性前置胎盘，胎
盘植入”的产妇。 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以

后， 妇产科高危抢救团队几乎没有休整

的机会，旋即被一例又一例“凶险性前置

胎盘，胎盘植入”产妇包围，全年历经 22
例，超过 2010 年到 2016 年的总和，而且

次次“要命”，惊心动魄。
与此同时，在该医院妇科的门诊，前

来咨询二胎不孕的情况也在迅速增加，
其中很多是经历过一次剖宫产的女性。
剖宫产带来的不孕并发症在“二孩”政策

开放之后，变得突出起来。

极微创手术保留二胎希望

新华医院妇产科主任汪希鹏解释，
剖宫产手术本身会引起包括疤 痕 内 异

症、慢性盆腔痛、子宫切口憩室、子宫切

口疤痕妊娠以及凶险性前置胎盘等远期

并发症。尤其是子宫切口憩室、子宫切口

疤痕妊娠隐蔽性强，风险性高。
“为了修复剖宫产留下的疤痕，我们

从 2013 年起渐次开展了新尝试。 ”汪希

鹏介绍，该团队选择了经自然通道（即阴

道）修复的手术方法，这种极微创手术就

是为了减少创伤， 给这些女性保留二胎

的希望。
新华医院产 科 副 主 任 医 师 王 磊 解

释，剖宫产后子宫疤痕妊娠（CSP），指的

是妊娠着床于前次剖宫产疤痕处， 这是

一种非常罕见的异位妊娠。 在这种情况

下， 由于受精卵着床部位肌层的薄弱和

蜕膜的不连续，很容易引起大出血。在国

内很多地方，一旦发生子宫疤痕妊娠，为
避免孕期和分娩时所造成的孕产妇死亡

风险，医生会建议孕妇放弃妊娠，有些也

会在进行流产的同时切除子宫。
“其实这些完全可以避免。”汪希鹏介

绍，女性在备孕期间，经妇产科医生评估

后， 可以对高危的情况进行手术干预，修
复子宫上的疤痕。 近年来，这一团队已完

成 580 例直接经阴道修复剖宫产疤痕的

手术治疗，无一例严重术后并发症发生。

剖宫产还会引发不孕现象

另一类令医生忧心的情况就是剖宫

产后的不孕现象。
经多年积累，汪希鹏发现，剖宫产后

的子宫切口憩室是祸首之一。 这些备孕

女性的症状极为隐蔽，很多只是“月经不

调”。 可经 B 超仔细检查后发现，她们的

子宫在经过剖宫产手术后， 出现了子宫

肌层愈合不良， 在切口处出现一个小小

的空间，形象地说，就是“一室一厅”变成

了“两室一厅”，新增的“一室”虽然小，却
每月困扰着女性， 长此以往就造成子宫

内膜处于炎症状态， 影响了受精卵的着

床，使部分女性进入不孕状态。有的女性

即便怀孕了， 凶险性前置胎盘的发生概

率也随之增加。
2013 年起，汪希鹏团队开始开展子

宫切口憩室修复术（CSD），已收治 1200 多

名患者， 这其中包括来自我国 17 个省区

市的患者，也有美国等海外患者。 他们已

开展经阴道 CSD 手术 550 多例，在国内外

医院中，这都是最大的 CSD 患者治疗量。
经长期术后随访， 该团队认为最佳

修补时间为剖宫产后两年半内。 他们还

发现 ， 术后 ，80.3%的 患 者 经 期 显 著 缩

短，91.13%患者在术后残余肌层厚度能

增厚，这其中 35.48%的患者憩室完全消

失，很多女性再次足月分娩。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张黎声为学生深情讲述遗体捐献者的故事。 （上海中医药大学供图）

■本报首席记者 樊丽萍 ■本报记者 姜澎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李冉在为学生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课程。 慕梁摄 刘西拉为学生上 《中国工程与中国自信》 课程。 李立基摄

必须破解思政课和专业课之间“两张皮”现象
(上接第一版 ) 比如 ， 中国工程院院士

闻玉梅每学期定期为学生上 “医学与人

文” 课， 引导学生从人文角度正确理解

医患关系， 向学生传递积极向上的价值

观； 经济学家、 复旦大学教授石磊为学

生开讲 “经济中国” 课， 从专业角度解

释国家的经济发展， 让更多学生理解中

国发展的途径。
在上海交通大学， 土木工程学家刘

西拉教授定期给学生们授课， 讲述自己

燃烧的青春岁月； 微生物学家、 中国科

学院院士邓子新则向学子们讲述自己从

贫困山区的农家孩子成长为蜚声海内外

的分子生物学专家的经历 ； 隐 姓 埋 名

30 年的 “中国核潜艇之父”、 中国工程

院院士黄旭华也是上海交通大学思政讲

台上的常客， 多次与学生交流我国科学

家在国外势力严密技术封锁中， 独立研

发核潜艇的经过。

搭建高水平师资共同体，
形成思政教育合力

为 “课程思政” 改革建立起高水平

的师资共同体， 更多沪上高校通过拓展

教师队伍， 加强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培养， 让他们明道、 信道， 潜

心学问、 关注社会。
在华东师范 大 学 信 息 科 学 技 术 学

院， 半导体物理和器件专家褚君浩院士

一手创设了 “飞翔论坛”， 邀请在业界

具有影响力专家 、 学者 、 校 友 等 为 学

生们讲课 ， 让业界 “大咖 ” 成 为 社 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传播者 和 模 范

践行者。
“一名大学生到底 要 成 为 什 么 样

的人 ， 怎样做人 ？ 这是他们成 长 中 必

须思考的问题。” 而与此同时， 在 “飞

翔论坛 ” 上 ， 通过和各路精英 切 磋 专

业知识 ， 学子们也切身感受到 ， 信 息

科学及其核心技术的水平是现 代 高 新

技术发展和国民经济现代化的 重 要 基

础 ， 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 和 国 际

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 “飞翔学 院 ” 是

一 个 对 优 秀 本 科 生 实 施 “精 英 培 养 ”
的荣誉学院 ， 褚君浩说 ： “一 流 的 本

科教育 ， 目标就是培养 ‘以国 家 需 求

为己任 、 以报效祖国为荣耀的 德 才 兼

备的有志青年’。”
致远学院作为上海交大的人才培养

特区， 也是最先试点 “课程思政” 改革

的学院。 各路大家、 大师频频助力思政

教育 。 不少学生如此评价当下 的 思 政

课： “科学大师为我们上的人生大课，
让我们感到今日中国之责任 ， 不 在 他

人， 唯在我少年” “无论在哪个年代，
为祖国之崛起而努力， 都是年轻人履行

对国家诺言的方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