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学期，《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下

文简称：《概论》）教材全国发

行，走进大学课堂。这是第一

部全面系统阐述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统编

教材，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的权威用书。

如何用好新教材，打造春风

化雨的思政金课？9 月 11 日下

午，复旦大学举行《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集

体备课会，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

思主义研究院的老中青三代思政

课教师集体备课、交流研讨。

校党委书记裘新出席集体

备课会并讲话，校党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陈玉刚出席。

用好新教材，上好思政课

裘新指出，一是弘道、铸魂，

要深得下去。要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

系化、学理化上下功夫，保证体

系化与学理化相辅相成，讲透整

体性、原创性，引领学生全面、深

入、准确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新境界。

二是扎根、启智，要新得出来。

要与时俱进地回答中国之问、世

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把

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理论阐释

与案例教学紧密结合起来，坚持

价值性与知识性、理论性与实践

性相统一。三是因材、润心，要

活得起来。《概论》课站在时代最

前列、理论最前沿，要把学生头

脑放在中心位置，以老师献身育

人、投身教学的主观能动性，激

发出学生“学马信马用马”的主

体作用。

裘新强调，学校党委将一如

继往地关注和推动思政课改革

创新，重视和关心复旦思政课教

师的成长和发展。坚持严管厚

爱，对标“六要”标准建设高素质

思政课教师队伍；坚持引育并

举，建设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人

才高地。

对标新教材，针对性教学

教育部高校思政课总教指

委副主任委员、马克思主义学

院 教 授 、教 学 指 导 委 员 会 主

任、“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授

课教师高国希，马克思主义学

院副教授、“思想道德与法治”

课程授课教师叶方兴，“中国

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授课教师

杨德山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授、教授委员会主任、“中国

共产党历史”课程授课教师杜

艳 华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研 究

员、研究生思政课教研部副主

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课程授课教师

彭召昌，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讲

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授课

教师刘伟兵，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教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教研

室主任李国泉等，先后在备课

会上作交流发言。

如何让学生对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有更清晰的理解？高

国希以《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

支撑》为题，提出需要厘清的三

个方面：一是面对国际价值观

竞争格局，马克思主义学者要

主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

行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和

体系化构建；二是通过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确立文化自信自

强，用好“第二个结合”，让文化

自信融入到全民族的精神气质

和文化品质当中；三是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彰显了社会主义

的价值优势，要讲清其自身的

优越性、包容性、真理性、真实

性对历史上其他价值观形态的

局限性、抽象性的克服与超越，

切实增强大学生对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

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

情感认同。

一体化推进，总体性谋划

2017年，复旦大学在全国率

先开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系列专题课，很快

成 为 学 生 选 课 的“ 香 饽 饽 ”。

2020年，复旦大学的“概论课”入

选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线上课

程，今年这门课程获评第二批国

家级一流本科线下课程。

《概论》教材出版后，马克思

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正

在积极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本硕博各

门思政课，做好教材体系向教学

体系的转化。把思政课建设同

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育、

社会服务一体推进、总体谋划，

按照新时代新思维谋篇布局，在

新赛道上实现新发展。

本报记者 赵天润

本报记者 戚心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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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新教材，打造春风化雨的思政金课

本报讯 9月15日上午，融

媒体时代高校校报创新发展

论坛暨上海高校校报研究会

2023 年 年 会 在 复 旦 大 学 举

行。会上，上海高校校报研究

会 2020-2021 年好新闻评选揭

晓，复旦大学获一等奖3项、二

等奖 3 项、三等奖 5 项。上海

市委宣传部传媒监管处、上海

市教卫工作党委宣传处有关

负责人出席并讲话。

上海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

长、复旦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陈玉刚主持会议，并对过

去三年上海高校校报研究会工

作做总结报告。他表示，上海

高校校报研究会将持续搭建互

学互鉴的交流平台，不断健全

发展体制，推进实质性工作，使

上海高校校报成为大家信任喜

爱、社会关注的一张靓丽名片。

人民日报社上海分社原副

社长、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特聘

教授李泓冰从学界与业界相结

合的视角进行演讲。

会上，上海高校校报研究会

智库专家团正式成立，8位媒体

记者受聘。 本报记者 章佩林

上海高校校报好新闻评选揭晓

▲高校校报同行参观复旦大学上海新媒体中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集体备课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下文简称：《概论》）教材出版、使用，是全

国理论界、教育界的一件大事。学好用好《概论》教材，是全校立德树人、铸魂育人工作的一

件大事。学校党委将以《概论》教材出版使用为契机，系统深入地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工作，巩固扩大主题教育成果、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高质量发展、推

进“时代新人铸魂工程”系统落实。将充分发挥《概论》教材的纲要和指南功能，指导思政课

各门必修选修课程的教育教学，指导课程思政的改革深化，指导党的理论创新和中国自主

的知识体系建构，指导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大马学科群建设。

本报讯 9月16日至17日，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年会在复旦大
学举行，主题为“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与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
现代化”。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
家民委主任、党组书记，中国人类
学民族学研究会会长潘岳书面致
辞。国家民委专职委员、中央民
族大学党委书记张京泽出席开幕
式并讲话。全国政协常委、上海
市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
钱锋，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新在
开幕式上致辞。

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
院士金力，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高
丙中、清华大学教授景军、云南
大学教授何明作主旨演讲。

金力在题为“表型组时代的生
物人类学”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不同
于以往的人类学研究仅关注人类
的生物学属性或社会学属性，表型
组学研究将生物人类学与社会人
类学紧密联系，采用科技手段，进一
步发掘人类特征的发展与起源。

本报记者汪蒙琪
实习记者陈书扬

铸牢共同体意识
人类学民族学年会举行

本报讯 9月13日，2023年
辽宁省人才及选调生政策宣讲活
动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举行。宣讲
会前，校党委书记裘新会见辽宁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一
行，双方就开展省校战略合作、加
大引才育才力度进行交流。

2023年有20余位复旦毕业
生加入辽宁省选调生队伍，辽宁
省的引才用才留才环境为复旦学
子干事创业提供了成长平台。今
后，我校将进一步加强与辽宁在
人才引育方面的工作，集聚学校
人才智力资源，支持辽宁全面振
兴新突破。 本报记者章佩林

助力振兴新突破
辽宁积极吸纳复旦学子

本报讯 9月7日，由复旦大学
承办的民盟上海市委2023年专委
会骨干盟员培训班开班仪式举行，
民盟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
席、民盟上海市委主委陈群，复旦大
学党委书记裘新出席。

本次专题培训是民盟上海市
委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精神和中
共上海市委十二届三次全会精
神，开展“凝心铸魂强根基、团结
奋进新征程”主题教育的重要举
措，也是落实民盟中央关于进一
步提高参政履职能力、加大培训
交流力度相关要求的具体措施。

复旦大学将以此为契机，与
民盟上海市委进一步加强合作,
深化合作内涵，持续提升服务上
海、融入上海的能力能级。

来源: 非学历教育管理办公室

凝心铸魂强根基
复旦承办民盟骨干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