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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纳入教育综合

改革专项任务，努力办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优化思政课教学内容。在完成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

目“整体规划大中小学德育课程”的基础上，承担教育部重

大攻关项目“大中小学德育课程一体化建设研究”，组织专

家将高校思政课教材与高中学段教材进行对比，推出了对接

中学政治教材的两套共 10 本高校思政课教辅材料，促进高

校思政课与中小学德育课程相互衔接。统筹整合资源，建立

8 个高校思政课教学协作组，从教材重点、教学难点、社会

热点、学生关注点中找出交集，定期组织专家教授集中攻关，

增强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的权威性。 

创新思政课教学方法。完善思政课教改项目遴选培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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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推广机制，近年来培育了 20 多项思政课教改项目，打

造出上海思政课“超级大课堂”、复旦大学思政课混合式在线

教学、上海交通大学“1+4”教学模式、上海科技大学“信仰的

力量”等多个品牌项目。在易班网开设“思政易家”栏目，促进

优质教学资源共享，搭建教师网络交流平台，实现网上网下

协同。注重挖掘专业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上海大学多

学科的多位专家教授联合开设“大国方略”课程，主要围绕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推出 10 个专题

式教学，把理论融入故事、用故事讲清道理、以道理赢得认

同。上海外国语大学在外语课程教学中推出必修课“中外时

文选读”，讲授国家领导人在国外演讲或报刊杂志上发表的

文章，引导学生不断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探索思政课合作交流。整合哲学社会科学资源，为思政

课建设提供理论源泉和学术支撑。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研究生导师跨校兼职，联合培养研究生，联合攻关重大项目。

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纳入上海高峰学科支持范围，5 所学校马

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入选上海高原支撑计划。多校联合推出“治

国理政——中国共产党的探索与实践大学生论坛”、“上海高

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论坛”，组织学生进行跨校际学

术交流。上海市委宣传部与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开展部

校共建，华东师范大学与上海市委党校合作探索特聘教授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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