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党

的二十大刚一闭幕，习近平总书记就带领新一届

中央领导集体奔赴延安，回溯历史，重温初心，抖

擞精神再出发。

在新的赶考路上，如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

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

争精神，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

结奋斗”？

延安“窑洞对”的第二个答案，有何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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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
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以二十大会
议精神为引领，为进一步明确立德
树人的课程定位，坚持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
育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复
旦大学“思想道德与法治”虚拟教
研室联合本校主持的全国高校“思
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创新中
心、全国高校思政课“手拉手”集体
备课中心、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研修基地等平台，于10月
30日上午举办党的二十大精神进

“德法课”主题报告会。
本次报告会联合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同济大
学、中山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陕西
师范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十几所
高校的专家学者和中青年骨干教
师开展教学研讨，通过教育部虚拟
教研室A版客户端举行，依托智慧

树网络平台进行实时对外直播。
共计321名教研室成员参与了本
次报告会，同时还有581名观众通
过智慧树平台观看直播。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德
法教研室主任、第四届上海高校青
教赛思政组特等奖和第五届全国
青教赛思政组二等奖获得者崔涵
冰老师主持报告会。崔涵冰老师
首先申明了本次报告会的初衷，作
为思政课教师，讲深、讲透、讲活思
政课的重要前提是要先学、学深，精
进不怠，必须用心体悟新思想新观
点新论断，全面把握大会精神，这是
思政课教师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

首届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展示特等奖获得者、北京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会峰副教授，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

想道德与法治系主任客洪刚教授，
首届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展示活动一等奖获得者、同济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德法教研室主
任王谋寅副教授作报告。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徐
国亮教授首先对以上三项报告做
出点评。徐国亮教授认为三位老
师立足于历史和当下展开教学分
析，对思政课教师的教学实践提供
了重要的启发。

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林伯海教授表示这三场报告有
主题、有重点、有理论、有结合，做到
了思政课内容的深化、细化、具体
化，并且生动地展现了理论联系实
际、世界联系中国、历史联系现在、
现在联系未来这“四个联系”，具有
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指导意义。

共青团中央全国“青马工程”
理论导师、北京市思想政治理论课
特级教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思想道德与法治教研部主
任张智副教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展示活动一等奖获得
者、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奇
峰副教授，全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能手、上海高校青教赛思政组一
等奖获得者、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张晓燕副教授作报告。

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王永和教授首先对以上三场报
告进行点评。王永和教授肯定了
三位青年教师对教学内容及二十
大报告精神的准确、全面把握，能够
紧密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
述，并将其有机地融入课程中去，结
合教材章节内容进行有益补充。

教育部高校“思想道德与法
治”分教指委委员、中山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李辉教授在点评中指
出，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中的核心
之一就在于如何学好、把握好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
观与方法论，将理论与方法内化为
自身的理想信念，而这也是我们今
天所谈论的德法课应该关注的重
要目标。

在总结环节中，教育部高校
“思想道德与法治”分教指委副主
任、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大
文教授对二十大报告中的法治思
想及其教学研究作了补充与强调。

最后，虚拟教研室负责人、国
家教学名师、教育部本科“德法”课
教学创新中心（复旦大学）执行主
任、教育部全国思政课教指委副主
任委员、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高国希教授对本次报告会进行总
结，并对参与本次报告会的教师们
表示诚挚的感谢。

来源：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习二十大，建强“思想道德与法治”课
党的二十大精神进“德法课”主题报告会召开

11月5日下午，“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延安‘窑洞对’与

党的自我革命”专题研讨会在上

海社会科学会堂举行，十余名专

家学者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相聚一堂，共话伟大建党精神和

延安精神，分享学习心得体会，交

流学术研究成果。

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王为

松、上海市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

叶骏、复旦大学常务副校长兼马

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许征分别

在开幕式上致辞，复旦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院长李冉主持开幕

式，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

授、上海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

长朱鸿召做大会总结。

用延安精神滋养初
心，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中，

延安始终是革命圣地，以至于我

们到现在都能脱口而出那句，‘几

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

山’。”王为松在致辞中强调，中国

共产党正是在延安确立了以毛泽

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

集体，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

的指导地位。通过梳理党中央在

延安十三年的光辉历程，特别是

从 1938 年六届六中全会开始纠

正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到1942年

文艺座谈会强调要统一思想，再

到 1945 年中共七大正式确立毛

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王为

松进一步阐释总书记此次延安行

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他

表示，市社联接下来将会与上海

市延安精神研究会一起研究历

史，从历史中汲取营养，坚定历史

自信，把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

好并做好相应的宣传工作，也欢

迎各位专家学者通过市社联各平

台充分展示学术心得，以构建中

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助力推动中

国式现代化。

叶骏表示，二十大闭幕不到

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就带领新当

选的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来到延安瞻仰革命圣地，这对

于长期从事延安精神学习研究

的同志们而言，是极大鼓励和鞭

策。“近年来，总书记对学习和传

承延安精神有过十几次重要批

示和讲话，这一次最为深刻。”他

说，总书记关于延安精神的系列

论述是研究会学习研究宣传延

安精神的具体指南，是研究会的

工作灵魂。近年来，研究会组织

专家学者较系统地进行了延安

精神当代价值的系列研讨，收获

一批研究成果，还组织专家学者

在上海的高校、企业、社区进行

宣讲，让更多青年和干部了解延

安精神。接下来，研究会将认真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

革命纪念地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在会员单位进一步做好延安精

神的学习研究和宣传，以此作为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具

体行动。

许征表示，当前，在举国上

下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之时，专题研讨延安“窑

洞对”与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

可谓恰逢其时、意义深远。“在座

专家学者和青年学者责无旁贷，

使命在肩，要坚持学思用贯通，

知信行统一，把党的二十大精神

落实到教育教学、理论阐释、学

习宣讲的方方面面。”她指出，要

学深悟透党的二十大精神，用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

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把握好坚持

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

方法，融入到思政课教学讲义、

教材课题研究当中，春风化雨，

培根铸魂；进一步推进学理研

究，着力打造红色文化研究新高

地，充分整合上海乃至全国有关

伟大建党精神、延安精神和共产

党人精神谱系研究的资源，推动

红色文化研究成果进校园、进课

堂、进教材，在繁荣发展大马学

科群这个方面再发力，推动哲学

社会科学高质量创新发展；强化

育人导向，培养红色革命精神的

忠实传人，用丰富多彩的课程形

式，将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讲出脉

络、讲出深度、讲出水平，培养一

代又一代的红色精神传人，让广

大学子被真理的力量所感召，踔

厉奋发、勇毅前行，在砥砺奋进

中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鉴往知来再出发，专家
学者共话“党的自我革命”

主旨发言环节，中央党史和

文献研究院原副院长吴德刚教

授、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

研究院院长王炳林教授、中共上

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徐建刚、

朱鸿召作发言。复旦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教授杜艳华主持该

环节。

随后，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教授杨德山，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远新，上

海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

长王芳教授，上海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副院长高立伟教授，上海

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耿步健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

学院教授邵雍，复旦大学马克思

主义研究院副教授张春满，围绕

“窑洞对”两个答案的对比，自我

革命的价值、内涵、路径，自我革

命和建党精神等主题进行交流研

讨。上海社会科学杂志社社长、

总编姜佑福主持该环节。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延安精神

研究会、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指导，复旦大学望道研究院、复

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市

延安精神研究会、教育部人文社

科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国

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

中心主办，上海市延安精神研究

会理事单位代表和上海市部分高

校师生代表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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