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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问近思”大调研

推进学理化研究阐释，构建

自主知识体系。5 月26 日下午，

复旦大学举行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学思用”理论座谈

会。会议由上海市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中心和复旦大学联合举办。

校党委书记裘新表示，复旦

大学是哲学社会科学重镇，学校

把“时代之问，复旦答卷”作为开

展好主题教育的题眼，就是要对

标中央要求，进一步立足中国式

现代化伟大实践，把“学思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引向深入，助力加快构建中国

自主知识体系，回答时代之问、指

导实践之向、照亮未来之路。聚

焦“学”，入脑入心；聚焦“思”，创

新出新；聚焦“用”，深化转化。

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

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常务副主

任潘敏指出，召开这次理论座谈

会，是上海市理论社科界贯彻

“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

功”主题教育总要求的充分体

现。上海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

重镇，理应在深化新时代党的创

新理论体系化研究和学理化阐

释、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上

发挥更大作用、贡献更多智慧。

座谈会上，12位哲学社会科

学领域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交

流心得体会，发表真知灼见。复

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历史学系

教授姜义华阐述了“三个伟大的

历史创举”，认为构建中国自主

知识体系，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要立足中国14亿

人的伟大实践，全面推进马克思

社会主义学说、劳动价值学说及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创新。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哲

学学院教授吴晓明以“构建中国

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任务”为题

发言。随着当今中国历史性实

践达到特定的转折点，中国的学

术也要经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

摆脱它长期以来的学徒状态并

获得自我主张，从而构建中国自

主知识体系。

以“构建中国美国研究的自

主知识体系”为题，复旦大学国

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吴心伯回顾

了美国对当代中国研究的知识

体系的构建，他表示，复旦大学

美国研究中心未来将致力于建

设一个有原创性的中国美国研

究教材体系。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

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顾

红亮以“从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视角看自主知

识体系建构”为题发言。他认为在

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马克

思主义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两个重要资源、关键支撑。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教授张

维为以“建构经得起国际比较的

中国道路底层逻辑”为题发言，认

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有

强烈的问题意识，有宽广的国际

视野，“取法乎上，得乎其中”。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

事务学院教授苏长和从“中为外

用”切入，讲述对中国政治学自

主知识体系国际传播的几点看

法。国务学院一直致力于推动

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国

际传播，努力扩大中国政治学原

创成果的海外影响。

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与经济

学自主知识体系”，复旦大学马

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周文从政

治经济学角度发言，认为生产力

的发展是现代化的前提，在中国

式现代化过程中，发展始终是执

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同时警惕西

方现代化的问题。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

授陈强谈了他关于科技创新治理

自主知识体系的思考。科技创新

治理面临一系列压力和挑战，必

须加快构建面向中国科技创新治

理实践需求的自主知识体系。

围绕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

体系的思考，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

王志强认为在中国对法的不同理

解之下，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

系，要把中国治理的本土经验与人

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即共同的价值

和技术的逻辑手段相结合。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授李冉以“内生的中国式现代

化与自主的知识体系”为题发

言。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

践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

展的重要增量，是构建中国自主

知识体系最好的营养源。

围绕中国新闻学学科自主

体系建设，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

授张志安表示，要探索中国式现

代化的话语创新，整合学术话语

与媒介话语、社会话语，倡导更

多扎根中华大地、对话全人类共

同价值的学术研究。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

志阔讲述了“中国经济学自主知

识体系建设的思考与进展”。他

表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的建设，一方面是形成自主议题

设置的能力，另一方面是解决当

下和未来潜在经济方面当中的

问题。 本报记者胡慧中

推进学理化研究阐释，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主题教育“学思用”理论座谈会召开

5 月 23 日下午，复旦大学

召开党委常委班子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读书班第

四次专题研讨暨中心组学习

会，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

实践与建设“第一个复旦”的

新使命新挑战新机遇进行交

流研讨。校党委书记裘新主

持会议并作专题发言。

裘新指出，党的二十大提

出，我们党从现在起中心任务

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

记一系列重要讲话，深刻阐述

了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是

什么”“怎么干”等重大理论和

实践问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根本遵循和

行动指南。我们要围绕“为什

么”，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

重大意义；围绕“是什么”，深刻

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属

性；围绕“怎么干”，深刻把握中

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

记的重要论述、深刻领会中国

式现代化理论，在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新征程上奋发有为，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加快“第一个

复旦”建设，实现教育现代化，

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

感，把握大势、时不我待、笃志

前行，在以教育现代化服务支

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潮流中

打头阵、当尖兵，坚定不移向世

界一流前列勇毅前行。落实立

德树人，促进人的现代化，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践行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着

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需

求、未来需求、现实需求，提高

人才自主培养质量，造就更多

拔尖创新人才。答好“时代之

问”，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胸怀“国之大者”，紧扣“四问四

思”、着力破解“八问”，把发展

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

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更

好结合起来，凝聚共识、明晰思

路、落实举措，推动全校展现更

强担当、实现更大作为。

会上，常务副校长许征，副

校长陈志敏，党委常委、上海医

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徐军，

校长助理马余刚作交流发言。

许征表示，建设“第一个复旦”

要贯彻新发展理念。陈志敏认

为，中国式现代化有天下胸怀，

“第一个复旦”建设也要有国际

使命。徐军表示，要以建设“第

一 个 复 旦 ”助 推 教 育 强 国 建

设。马余刚表示，建设“第一个

复旦”，要加强科技创新。

本报记者胡慧中

大学因大师而兴，以育人

为本。

如何破解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的“钱学森之问”？这是复旦

大学主题教育“切问近思”大调

研的“八问”之一。

为了回答这一关键问题，今

年4月初，一个由分管校领导领题

牵头，学生培养、学生工作等多个

部门、各学科领域资深专家组成

的教育改革专题调研组成立。

一个多月来，他们从拔尖创

新人才的学术成长路径分析、超

常规长链条人才选拔培养机制、

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建

设、实践育人体系建设、理想信

念教育体系建设和学术创新文

化与育人环境塑造、辅导员与导

师合力培育拔尖创新人才机制

等6个子课题切入，全力探讨破

题之策。

如何优化培养模式和评价

方式，有力支撑学生高质量发展

目标的达成？如何探索建立基

础学科拔尖人才评价选拔与贯

通培养机制？如何在拔尖人才

培养中重视内在学习动力和社

会责任感的培育？

4月开题以来，专题调研组

将“钱学森之问”分解为上述三

大问题，并通过一系列调研逐一

作答。

通过现场调研、座谈访谈、

校外走访、问卷调查、集中研讨

一体推进，专题调研组在“广角”

与“微距”中逐渐摸清存在问题。

面对“钱学森”之问，来自不

同学科的专家拿出从教多年的

积累的“干货”，不吝分享，各抒

己见，专题调研组在专家学者的

听诊把脉中明确改革方向。

调研过程中，6个子课题如

同1 块完整拼图的6 个板块，围

绕待解之题，协同发挥各自作

用，而专题调研组的所有行动，

都 将 落 脚 于 一 个“ 破 题 之

策”——形成针对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的改革行动计划。

如今，经过近一个多月的调

研，改革思路正在浮现。

如何优化培养模式和评价

方式，有力支撑学生高质量发展

目标的达成？根据前期针对本

科生培养和教学的问卷调研，专

题调研组发现，不同学生群体对

专业培养方案、课程考核评价方

式、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等问题有

不同的期待和要求，后续，专题

调研组将通过对学生的访谈进

一步聚焦梳理，并在本科生“2+

X”培养体系建设、研究生教育

新三年行动计划中进行针对性

改革。

如何在拔尖人才培养中重

视内在学习动力和社会责任感

的培育？综合比较国内顶尖大

学拔尖实验班的培养模式，专题

调研组认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更需加强导师对学生的人格化

引导，用言传身教影响学生，并

注重以高质量党建工作引领和

推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还要完

善校院两级实践育人体系，以实

践服务活动为载体，在实践中实

现对社会责任感的内化。

如何探索建立基础学科拔

尖人才评价选拔与贯通培养机

制？结合实施基础学科“强基计

划”的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专题

调研组发现，加强一体化的顶层

设计，加强跨部门跨院系的常态

化协同机制，优化本科与研究生

阶段的衔接培养机制等都是值

得借鉴的经验和做法。

接下来，教育改革专题调研

组将继续发挥职能部处和专家

学者的协同力量，进一步开展校

内外调研和交流，让更多拔尖创

新人才在复旦茁壮成长。

本报记者 李斯嘉等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回答“钱学森之问”
读书班研讨中国式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