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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展示的这本《关于如何打乒乓

球》，是根据 55年前徐寅生为国家女队讲解
如何打好乒乓球的讲话整理而来，后来被毛

主席批示，要向小将（徐寅生）学习辩证唯物
论。”⋯⋯在上海体育学院，“冠军思政课”的

课堂，时常“移师”到中国乒乓球博物馆。在
这里，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思政课教师、

乒乓球专业课教师和冠军球员经常联袂讲

授一堂课，让学生们听得过瘾、走心！
以国球为媒介，讲好中国故事，增强当

代大学生的“四个自信”。记者获悉，在“冠军
思政课”基础上全新开发的慕课《国球荣耀》

即将上线，运用互联网思维传播正能量，提
升思政课的时代感和亲和力，扩大思政课的

辐射面和影响力。
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沪上各高校积极推进思政课改革创新，打造
“大思政”工作格局，构建一体化育人体系。

多种形式思政课引发“共振”

在上海师范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是今年全新开发的

一门试点课程，已成思政“金课”：不仅校党
委班子主抓课程方案设计、校领导走上讲台

授课，学校还整合校内外优质师资作为专题
教学团队。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上

师大马克思主义学院设立了 5个教学创新
团队，通过引培并举、强化教学名师传帮带，

不断优化课堂教学内容。在上师大，先后有 5

名青年教师在首次全国和上海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比赛中分别荣获特等奖、一等

奖等———在沪上高校中获奖人数最多，奖项
级别也最高。

主题教育期间，沪上高校以提升思政育
人实效为核心，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探索。

这个金秋开学季，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的新生们迎来一堂难忘的思政课：以王振义
院士为人物原型的原创话剧《清贫的牡丹》，

由师生联袂上演。王院士 60多年从医生涯
的感人故事搬上舞台，展示着他为病人健康

而奋斗的执着。润物无声，借助“读、说、演、
学、行”的立体化育人模式，医学生们纷纷从

身边的榜样中汲取力量，坚定志向。
在上海交大医学院，舞台思政课与课堂

思政课、情境思政课、朋辈思政课引发了“共
振”。通过这四类思政课，学校有机地将思政

教育与医学人文教育融合，擦亮着学生们学
医的初心。

今年 10月 1日至 3日，上海音乐学院
献礼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的原创音乐剧《春

上海 1949》上演。这是上音探索“音乐思政”
的新尝试。结合主题教育，《春上海 1949》正

式建立剧组之时，临时党支部就在中共四大
纪念馆成立，参演的学生党员随即开展参观

中共四大纪念馆的学习活动。不少学生说，

这样的音乐思政课更加贴肉贴心，也更容易
入脑入心。

因校制宜搭设育人新平台
自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沪上一批

民办高校抓住思政课改革的关键环节，不断

探索思政育人新途径。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贤
达经济人文学院，《对话中国》系列讲座人气

爆棚，是学校思政育才的新名片。不久前，曾
创造“安全飞行年限最长(65 年)”、“月飞行

强度最高”、“单次飞行排险最多”记录的空

军老战斗英雄、“百老团”成员孙佑民就担任
了一回主讲人，为师生们讲述了“没有人民

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的精彩一课。
依托建在校内的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百老贤达思政工作室”的资源优势，
在主题教育期间，学校党委牵头组建起以

“百老团”为主的“超级讲师团”，先后开设
《对话中国》系列专题讲座 8次。

上海建桥学院中央广场矗立着雷锋雕
像，这里也坐落着沪上高校中唯一一家雷锋

纪念馆。“新时代的新青年，仍然要学习雷
锋、发扬雷锋精神。”上海建桥学院党委书记

江彦桥说，结合主题教育，学校依托雷锋馆，
深挖育人新养料，打造育人新平台。不久前，

学校为党员学生上了毕业前的一堂思政大
课，通过重温《雷锋日记》，引导大家争做爱

岗敬业的“雷锋式”毕业生。“在《雷锋日记》
中，‘党’和‘祖国’都是高频词，雷锋把祖国

和人民时刻放在心中。”上海建桥学院大四
学生吴君荟说，虽然时代不同，但青年人爱

祖国、为国家奉献的使命是不变的，“我们应

当向雷锋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用，在奉献
中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的人”。

抓好第二课堂的文化育人环节，上海工
商外国语职业学院也以举办傅雷爱国情怀

讲座、重塑傅雷读书会、举办《傅雷家书》图
片展等多种形式，提升在校大学生的文化自

信和文化自觉。

思政课和专业课同向同行
坚持立德树人，推进思政课和专业课程

同向同行，不少高校把“机制攻坚”作为抓手，

提炼可推广可复制的思政课改革创新模式。
在加强思政课课程群建设进程中，上海

中医药大学发现，一些改革举措在具体操作
阶段不时遇到“中梗阻”。为此，学校建章立

制，明确要求各二级学院落实责任人，三年

内将课程思政贯彻到全部教研室、全部课程
当中；各二级单位的党政负责人应每周一次

进课堂听课，每月两次参与教研室研讨，牵
头一门课程思政教学改革项目，联系一个课

程思政教学团队⋯⋯这些“硬杠杠”的设立，
确保思政课改革成为各学院的中心工作。

在华东政法大学，法学专业核心课程目
前已 100%纳入课程思政试点范围，学校通过

制定“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领航高校建设
方案”，保障专业课程的育人功能进一步彰显。

下一步，华政马克思主义学院将加快人才引

进，使学校思政课程体系更趋完善。 樊丽萍

沪上高校结合第二批主题教育，扎实推进思政课改革创新

打造“大思政”格局 提升育人合力

气温“跳水”幅度达到 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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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马丹）冷空气这次
动了真格，今天申

城气温大“跳水”，
幅度 达 到 10℃ 以

上，加上北风呼啸，
仿佛一夜入冬。

据上海中心气象台消息，受冷空气“打

压”，加上零星有小雨，本市今天气温疲软，
全天温差并不大，为 9~12℃，阴冷感十足。

明天早晨市区极端最低气温预计只有 8℃，
郊区更低，仅 3℃左右。

昨天还在穿短袖的市民，今天也纷纷穿
上厚外套，领略到了秋寒萧瑟的滋味。气象专

家提醒，11月底，北方冷空气频繁南下，深秋
初冬的意味越来越浓，申城本周周中最高气

温均在 15℃以下，后半周气温虽有反弹，但
是再难见上周末那样超过 20℃的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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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郜阳）今起三
天，2019年度平方公里阵列射电
望远镜（SKA）工程与运行大会在

沪举行。上海市副市长吴清在致
辞中表示，上海将与科技部、中国

科学院和其他相关部委进一步通
力合作，共同为 SKA 项目的进

展，以及 SKA区域中心落户提供

最大支持。
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是

国际天文界计划建造的最庞大的
天文观测设备，以大量小单元天线

汇聚实现综合孔径射电干涉成像，
整个阵列延伸超过 3000公里，所

有观测仪器相互之间采用高性能
的计算引擎和超宽带连接，并设有

处理大量数据的“大脑”，将为人类
认识宇宙提供重大机遇。

SKA是继国际热核聚变实验
堆之后中国参与的第二个国际大

科学工程，也是中国参加的首个
从项目酝酿、发起、国际组织创建

和规则制定，一直到项目管理和
建设，均全程参与并扮演重要角

色的国际大科学工程。
中科院上海天文台作为国内

牵头单位全力推进中国 SKA 工
作，取得了一系列实质性成果：

加入 SKA 低频先导项目 MWA

的国际合作组织，组织国内天

文学家利用 SKA 先导望远镜数
据开展科学准备和技术研发；

针对 SKA 数据处理特点，成功
研制了 SKA 数据处理原理样

机，为国际同类研究提供了良好
的实例示范；完成了 SKA 核心

软件的联合开发和大规模集成
测试，推动 SKA 数据中心大型

核心软件的工程化进程。日前，

在科技部和中科院的支持下，我
国科学家成功研制世界首台平方公里阵列射电

望远镜区域中心原型机，并在其中首次采用了
国产 ARM处理器，基准测试表明 ARM服务器整

体性能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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