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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国子监博物馆，中国人
民大学思政课教师宋友文和北京中
小学思政课教师同上“中轴线上的

‘大思政课’”，在古都的壮美空间
里，感受首都何以是“文化中
心”；在北京朝阳区垡头街道燕保
祈东家园社区，北京工业大学思政
课教师常婧和社工一起“跑工单、
走流程、蹲点位”，参与“接诉即
办”，明白了“以人民为中心”的
分量……在北京市学校思政课实践
教学“数字地图”上，超过200个
实践教学基地如繁星般在全市16
区的地图上点亮。

新时代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改
革开放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辉煌
成就，就是“大思政课”之所以“大”
的底气。近年来，北京市委教育工委
立足“首都”这个北京最大的市情，
以实践教学为抓手，建设全市思政
大课堂体系，引导师生亲身感受国
家大战略部署，真切感悟社会大时
代变迁，以“大思政课”之“大”，谋立
德树人之“实”，打通了一条“大思政
课”实践育人路。

“实践基地+”打造思
政大课堂体系

2023 年暑假，常婧格外忙
碌，为秋季学期“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备课，
而备课的地点不再是图书馆和书
房，而是朝阳区垡头街道燕保祈东
家园社区。

燕保祈东家园社区的供水问
题，一直是困扰社区居民的烦心事。
当天，常婧与来自街道、水务局等部
门的工作人员一道，现场办公解决
问题。“亲身参与‘接诉即办’，我真
正了解了各区各部门是如何在第一
时间快速响应并及时解决问题的，
我大为震撼，也深受感动。市民每一
个电话背后都有十几个部门的一体
化响应和联动。我会把此次经历写
成教学案例，让同学们也能感受到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

在北京市政务服务局的支持
下，市民热线服务中心成为北京市
学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之一。依
托实践教学基地，北京高校很多思
政课教师参与到“接诉即办”工作
中来，通过亲身参与“跑工单、走
流程、蹲点位”，全过程了解北京
市“接诉即办”工作的理念、举措
和成效，将一个个真实、鲜活的案
例转化为教学素材。

“新时代十年，北京市沿着
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实现了
深刻转型，很多变化就发生在我们
身边。”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相关负责
同志表示，“我们要用好京华大地的

生动实践，让学生在生活、学习的区
域内感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实践伟力。”

长期以来，“难以实现全覆
盖”“实践教学资源不均衡”“实践
经费不足”等问题，始终是制约思
政课实践教学取得实效的“痛
点”，广泛建立实践教学基地是北
京市对症开出的“药方”。

2023年11月，在北京市思政
课实践教学“区—校”对接会现
场，会议主持人宣布“散会”，会
场内几十名干部却迟迟没有退场，
热烈的讨论不知不觉又延长了一个
小时。会上，北京16区区委教育
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同志和26所北

京市重点建设马克思主义学院所在
高校的负责同志现场码资源、对需
求、定合作。

目前，北京全市16个“区—
校”共同体已全部建立，已确定东
城区人民法院、北京冬奥公园等
211 个“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
地，北京广大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
立足这些实践教学基地，开发实践
教学示范教案、课程等。

“知名高校参与各区思政课实
践教学资源的发掘，有利于更好地
将各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实践教学
优势，也是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
一体化的全新赛道，这对我们是一
次重大机遇。”海淀区委教育工作

领导小组相关负责同志表示。
伴随着越来越多实践教学基地

建立，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理念也更
加深入人心，在北京市各类思政课
教师培训、教学竞赛中，“实践教
学”更是逐渐成为重要模块。在一
次全市高校思政课教师集体备课会
上，参加培训的思政课教师惊讶地
发现，主讲人不再是理论专家和教
学名师，而是来自市民热线服务中
心的接线员刘缓。

“这让我们思政课教师更加直
观地体会到城市治理正在经历的深
刻变革，为进一步讲好京华大地生
动实践提供了鲜活素材，希望更多
首都一线的建设者与我们共同备
课。”北方工业大学思政课教师陆
宽宽表示。

依托遍布全市的思政课实践教
学基地，在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和市
委宣传部主要负责同志的共同提
议、策划和推动下，2023年5月，
“‘京’彩文化 青春绽放”行动
计划正式启动，“信仰行、红色
行、古都行、文艺行、志愿行、园
区行”6项实施方案、14个具体项
目全面开展，全市百余个文化场馆
参与其中，成为青年学生感知古都
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创新
文化的“大课堂”。

“沉浸式教学+”为实
践教学提供有力支撑

说到2023年3月那堂特殊的思
政课，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于畅至今记
忆犹新。这天一早，于畅和同学们走
进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和他们
一起的，还有北京市八一学校和北京
市海淀区民族小学的学生们。

在这堂特殊的思政课上，小
学、中学、大学的思政课教师从不
同的视角，解读中轴线承载的壮美
空间秩序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让学
生们对中轴线的悠久历史和文化内
涵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体会。“这
堂思政课让我们置身历史场景，第
一次发现思政课还能如此‘带感’。”
回忆起这堂“大思政课”，于畅依然
神采飞扬，“作为历史学专业的学
生，我们要更加自觉地坚定文化自
信，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实际行动，
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与践
行者。”

这堂中轴线上的“大思政课”
是北京市将思政课实践教学与文化
中心建设有机结合的一次重要探
索。随后，故宫、天坛等北京中轴
线上的重要地标都成了首都大中小
学生感悟壮美空间秩序、增进文化
自信的“沉浸式教学”空间。

（下转第三版）

北京构建思政大课堂体系、建设200多个思政实践教学基地——

打通“大思政课”实践育人路
本报记者 施剑松

重大典型报道教改先锋教改先锋教改先锋
本报北京1月2日讯（记者 林焕新）为深

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
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要求，整体提
高大中小学教材质量，全面加强各级各类教材管
理，打造更多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
服务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教育强国建设，国家教材
委员会近期作出重要工作部署，就加强教材建设
和管理开展系列行动。

系列行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服务
国家重大战略、完善教材管理体制、强化教材建
设支撑等关键问题，着力开展四方面工作。一是
进一步强化教材编写修订，加强大中小学思政课
教材一体化建设，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建设，强化资源建设，全
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进课程
教材。二是提升中小学教材编修质量，建设现代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优质教材，建设支撑高等教育
人才自主培养的系列教材，加快推进教材数字化
转型，促进教材建设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人才培
养需求。三是落实部门、地方、学校、出版单位
职责分工，健全教材使用监测、问题监督和处
置、责任追究、引导激励等机制，提高教辅读物
出版质量，提升管理信息化水平，进一步完善统
一领导、分工负责的教材管理体制。四是加强教
材队伍建设和教材研究工作，加强教材建设经费
保障，强化教材建设支撑。

下一步，国家教材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和地方
各级党委、政府将在国家教材委员会统筹领导
下，明确各项任务责任主体，制定时间表、路线
图、任务书，强化条件保障，及时研究解决实施
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强化督促落实，注重宣
传引导，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落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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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大国边疆”育人工程成员访谈“民族团结先进个人”马新华。 资料图片

广泛建立实践教学基地，把参
与“接诉即办”、旁听观摩立法过程
等经历转化为思政课教学素材，引
导学生在实践中感受思想伟力；立
足首都，把思政课堂上在“中轴线
上”，开到党和国家重大活动最前
线，搬到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的最
前线，为学生提供沉浸式体验……

近年来，北京市以实践教学为
抓手，建设全市思政大课堂体系，
打通“大思政课”实践育人路，不仅
有效解决了实践教学资源不均衡、
实践经费不足等现实难题，而且通
过沉浸式、鲜活生动、富有科技感
的课堂体验，提高了思政课的育人
实效，实现了以“大思政课”之

“大”，谋立德树人之“实”的目标。
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

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讲。一

堂堂行走的思政课，将深刻的思
想、抽象的道理深度融入学生的
学习、生活与实践场景中，让党
的科学理论真正动了起来、活了
起来、立了起来。这正是善用

“大思政课”，将思政课与现实紧密
结合的优势所在。

如何提高育人实效，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更多堪当民族
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思政课必
须向改革创新要活力，坚持理论性
和实践性相统一，把思政小课堂同
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在教育教学
实践中调动一切育人主体、发掘一
切育人资源、形成强大育人合力。
如此，才能教育引导学生增强使命
感和责任感，在实践中成长成才，
让青春在火热的实践中绽放绚丽
之花。

行走的思政课 释放育人实效
本报评论员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实践团深入调研云南彝绣产业。 资料图片

本报西宁1月2日讯（特约通讯
员 莫青） 截至 2024 年 1月 2日，
青海海东震区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
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化隆回族自治县
所有学校全面实现线下教育教学，元
旦放假结束第一天，学生以崭新的精
神面貌走进校园走进教室，迎接新年
新生活。

地震发生后，青海省教育厅成立
教育系统抗震救灾工作领导小组，下
设教育教学秩序恢复组，印发《关于
海东市震区做好中小学复学复课工作
的通知》，指导各级各类学校做好物资
筹措、人员调配、隐患摸排、条件保
障等复学复课具体工作。各县积极协
调相关鉴定机构优先安排校园校舍鉴
定，每日根据鉴定结果统筹安排复课
工作。

全省各级教育部门多措并举，
恢复教学秩序，充分挖掘潜力，将
初高中学生安置到有住宿条件的同
学段学校，做到教师队伍不变、教
学计划不变、教学进度不变，累计
分流安置民和县官亭土族中学全体

高中生 941 名，甘沟乡中心学校、
中川乡中心学校、官亭镇中心学校
全体初中生1287名，循化县道帏藏
族乡铁尕楞小学等4所小学 （教学
点） 906名学生也就近就便分流安
置到周边中心学校。

对学校总体安全但存在安全隐患
的校舍进行紧急维修，消除隐患后在
原校址安置学生 11.55 万名。截至
2023年12月25日，震区中小学全面
实现复学复课。截至2024年 1月 2
日，海东震区所有中小学校全面实现
线下教育教学。

为尽快恢复教育教学秩序，消除
地震给师生带来的不良影响，省教育
厅第一时间开通中小学生震后心理辅
导热线，24小时提供心理突发危机
干预咨询和辅导，为灾区师生及家长
提供心理辅导援助服务，并同时组织
8名青海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业
指导委员会专家成立2支心理援助工
作组，利用一周的时间深入受灾严重
的学校，累计开展灾后心理健康讲座
16场、团体心理辅导8场。

教师队伍不变、教学计划不变、教学进度不变

青海震区中小学全面实现线下复课

高中生涯规划教育如何有效开展

【校长周刊】

➡➡➡详见第五版

本报讯 （记者 赵岩）“在这
里，既有‘价值引领导师团’讲述感
人肺腑的拼搏故事，又有‘学业发展
导师团’带我们破解学业难题，还有

‘文化涵养导师团’带我们领略厚重
的山西文化……”日前，山西财经大
学举办的“一站式”学生社区成果
展，让学生纷纷点赞。

近年来，山西财经大学坚持以
“价值引领、文化涵养、学业发展、
美育浸润、素质养成”五项引领计划
推动“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不断
创新“三全育人”模式。

“山西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不
仅有诚实守信的晋商精神，还有光耀
千秋的太行精神……”依托山西丰厚
的历史文化资源，学校致力于把“一
站式”学生社区建设成为铸魂育人的
新阵地，先后打造红色新青年领航工

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后备人才培养
计划等品牌项目，开设晋商精神研习
班、晋商廉洁教育馆、红色青年成长
领航馆，并研发了“人文山西”系列
课程，邀请相关领域知名专家学者担
任“文化解读人”。

“这里学习环境特别好，不用出
宿舍我们就能实现高效学习！”校学
工部副部长陶陶介绍，学校现有

“韶华里”“芳华里”等6个“一站
式”学生社区，配备驻楼导师互动
室、辅导员工作室、辅导员入驻值
班室、学生社区心理咨询站等驿站
11间；同时建有社区VR思政体验
区、“24 小时”智慧书房、社区

“新平台”育人综合体约1600平方
米，满足了社区内学生个性化活动
需求。

（下转第三版）

山西财经大学拓宽育人渠道，优化育人生态

“一站式”学生社区“家味”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