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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主译，刚刚完成了“默

克诊疗手册 20 版”的清样审订；

作为副主编，刚刚参加了“实用

内科学 16 版”的总审。二本都

是 国 内 外 临 床 医 学 的 精 品 之

作，前者是一百二十多年前，美

国医学界前辈们萃集现代医学

对各种疾病的认识，依据当时

最新的理论和技术进展，以精

炼的篇幅编写的一部临床工作

指南，供医生们在诊疗时参照，

提 高 了 医 疗 质 量 的 同 质 化 进

步。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和

完善，这本手册已经成为世界

著名的临床医疗工作指南；后

者自 1952 年首版，历经我校几

代医学精英们的努力和传承，

至今已有 68 年的历史，始终坚

持每四年修订一版，从临床实

际出发，重点突出诊断与治疗

的先进性和实用性，尽可能反

映内科疾病各病种有关病因、

发病机制、诊断和治疗方面的

新进展和新理念，是我国临床

医生常备案头的重要工具书。

这种学术性活动少有行政

的干预，参编者完全出自志愿，

并无任何名利方面的驱使。与

学 术 著 作 编 写 相 关 的 所 谓

“名”，无非是成为职称晋升的

一个条件，然而除了主编之外，

所有参编人员在职称晋升方面

可能不会因为参加这些专著的

编写有所助益，而主编大概已

经不需要再晋升了。与学术著

作编写相关的“利”，也就是能

得到一些稿酬而已，目前出版

社的稿费不可谓不丰，但是编

写团队人数众多，分到每位参

编 者 的 手 中 时 可 谓“ 僧 多 粥

少”，大概抵不上几个专家门诊

的挂号费。我要大声并且自豪

地说，支撑这支队伍在繁重的

临床工作之后，坚持挑灯夜战

爬格子的精神源泉来自学者的

赤子之心，这是一种发自内心

的学术追求和责任使然。李大

钊曾说“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

做，不驶于空想，不鹜于虚声，

而唯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功

夫。”这种学术精神是学校的灵

魂，是学校的学风传承使然。

不忘办学的初心，牢记大

学 的 使 命 。 大 学 的 使 命 是 什

么，是她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

和责任，通过高等教育来培养

社会需要的人才，同时传承、丰

富和创新人类的知识宝库。诚

然，我们常常说“大学不是大

楼，大学需要大师”，然而大师

们的知识是通过教学活动传授

给学生的，是通过著书立说贡

献给社会并得以传承的。教材

和专著的编写出版无疑是实现

大学使命的重要工作和责任，

无论现下或者将来是否时髦。

如上所述，专著的编写传

承实际上已然是学校的文化和

传统。尤其在综合性的精品专

著编写过程中，固然需要学术

底蕴深厚的专家队伍、需要紧

密的多学科团队合作，更需要

浑然天成的学术精神，而大学

正 是 具 备 这 些 条 件 的 天 然 土

壤。当然，如果没有出版行业

的合作和支持，专著的种子也

不可能发芽和茁壮成长，这种

由来已久的“校企合作”使得教

育质量得以提高和学术传承得

以延续。希望这种相得益彰的

合作持续长存。

重视医学学术著作的出版
王卫平

以教室为起点

他们开启线下课堂的多种可能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
“走出去”的“入门课”，践行

“好学力行”

对于大部分新闻学院的同

学来说，《马克思主义新闻思

想》是他们进入新闻传播学的

第一课。课程表中，这门课的

名字显得平实而严肃，甚至令

人望而却步。如何上好这堂新

院的“入门课”，成了教学团队

关心的问题。

新闻学院历来有“两典一

笔”的传统，其中一“典”，就是

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马

新的课堂，不仅通过这些经典

著作带领学生“入进门”，还带

领学生“走出去”，践行新闻学

院“好学力行”的传统。

课前的小组专题报告，是

课程负责人、新闻学院教授马

凌在课堂中设置的重要环节。

每周，她都会为课程小组提供

一本书、一个概念或影视作品，

请同学们以此为线索、围绕时

事热点开展自我学习。

2020 级本科生许芦琰在拿

到题目时一度感到十分棘手。

“但在与小组同学的分工合作、

讨论交流中，我们读完了这本

书，也将自己的见解融入汇报

中，希望能让更多的同学能有

所收获。”2020 级本科生刘梓涵

很喜欢这样的课堂形式：“专题

报告能够丰富我们的新闻学视

野，让我们深入挖掘马新理论

的历史渊源。两者结合，使得

课堂内容更加丰富多元。”

谈到老师的授课风格时，

“轻松自然”“娓娓道来”在学生

们口中频繁出现。“马克思创办

新莱茵报”这一节，让刘梓涵印

象深刻：“马老师讲述了马克思

在创办新莱茵报时的轶事与艰

辛，让我看到了这位伟大人物

的鲜活一面。”作为思政教学的

一环，“马新这门课与《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概论》等课程交叉

融合”，让许芦琰对马克思其人

其思有了更深的感悟。

教室之外，马凌每学期还

会 组 织 学 生 进 行 两 次 实 地 教

学：一次前往中共一大会址，一

次前往陈望道旧居。和同学们

一起重走红色道路、重温马克

思主义新闻观在中国的发展流

变。疫情之下，参访陈望道旧

居成为 2020 年马新秋季班的唯

一一次实地教学活动。带着同

学 们 走 进 这 幢 雅 致 的 花 园 住

宅，马凌将角色从教师转变成

一名普通观众。在出口的电子

留言屏上，同学们意外发现马

老师两年前来此参观的照片。

“虽然她来参观过很多次，可每

次都听得很认真。”许芦琰说。

走向社会、不忘初心。在

鲜活生动的课堂与实践中，新

院学子们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为锚点，步入新闻传播学的殿

堂。

《当代中国经济》：
专业知识体系与育人元素

融会贯通

对于《当代中国经济》这门

多专业修读、常超过百人的“大

课”而言，如何尽可能让不同学

科背景的同学对中国经济体制

的演化、经济结构变动过程、经

济运行机制及其中国特色等“中

国故事”有所理悟，是教学中的

难点和重点。

课程负责人、经济学院教授

石磊介绍，满足于一般性的宏观

叙事很容易，但他认为，同学们

更需要的是掌握经济学思考、分

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了解中国

基本经济制度和重要经济制度

安排的来龙去脉，养成用历史唯

物主义基本立场和方法客观、历

史、系统地理解具体问题的习

惯，善于发现问题和辨析真伪。

在授课过程中，他尽可能兼

顾中间层的水平，有意识地将

经济学范畴延展到不同学科，

将相关学科知识打通，并借助

于大量案例举一反三。“以问题

为导向，才能把学生引入主动

思考之中。”石磊强调。为此，

老师让学生自行组队，每人从

老师给出的十几个重要问题中

选择其一，查阅文献，在完成作

业论文基础上分组研讨，再利

用 8-10 个学时向全班汇报和分

享研讨成果，由老师和助教点

评。“这样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

性学习和互动交流，增加了每

个人的信息量，把本来分散的

问题系统化，也有助于激发学

习和研究热情。”石磊说。

《当代中国经济》是一门专

业课，也是经济类通识课。石

磊认为，作为专业课，必须让学

生用经济学专业知识体系完整

地讲好中国故事；但作为通识

课，又不能局限于经济学话语

范围，四个“打通”很重要：以经

济学理论为基础，以“发展”为

主题，将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生态尽可能打通；以“发展”

为主线，将历史与现实打通，把

具体问题放在特定历史条件及

其变化过程中来观察和分析；

以问题为对象，将理论与实践

打通，使学生明白理论背后的

经验基础和实践背后的理论基

础，避免理论与实践“两张皮”；

把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作 为 开

放、包容的体系，将市场经济的

东 西 方 实 践 及 其 理 论 贡 献 打

通，如产权问题、内生交易费用

问题、信用制度，等等。

利用四个“打通”立体化解

读中国问题的教学方式，让同学

们颇受启发。2019 级新闻学院

本科生范明珠表示，与知识同等

重要的，是石老师传递出的同理

心、实践性和感受力。她感慨：

“当代中国经济不平凡，中国也

不会甘于平凡。”

石磊说，实现四个“打通”

“要有足够的耐心，看足够多的

文献，下足够深的功夫。”对待这

门已开设23年的课程，他从未感

到轻松。随着经济实践演化、制

度变革调整和经济社会结构变

动，不断有新问题需要解读，他

力求更周全、更科学、更严密地

讲好中国发展的故事，内容和案

例常讲常新。

未来，这门课将借助华东五

校联盟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共享，

推动华东地区乃至全国高校同

类课程的教学模式转型。课程

教材的建设计划今年夏季完成。

文/温瑞琪 严艾雯

在当前的情势下，大学要潜下心而放眼量，传承和发扬自己的学术精神和建设

将医学精品著作的编撰作为学科发展规划的重要方面，落实自己的使命担当

2020年末，教育部推出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
程，包括线上一流课程、线下一流课程、线上线下混合
式一流课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和社会实践
一流课程五大类型。

以学生为中心、聚焦内涵发展，学校一贯高度重视
本科教育，将本科教育放在核心地位，致力发挥课堂育
人主渠道，打造新时代优质本科课程。从本期始，校刊
将以专栏报道呈现这些深受学子好评的“金课”。

开栏的话

走进
“金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