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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深入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加快推进由“思政课程”走向“课程思政”的教育教学改革，

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

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立梁架柱，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基于多年来在

基础教育阶段推行“学科德育”的成功实践，从 2014 年开

始在高校探索实施“课程思政”，深入发掘各类课程的思想

政治教育资源，构建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核心、以综合素养

课程为支撑、以专业教育课程为辐射的“三位一体”思想政

治教育课程体系。在工作推进上，按照统筹布局、分步实施、

滚动发展的思路，启动整体试点校 12 所、重点试点校 12 所、

一般试点校 34 所，给予每校 30 万至 150 万元不等的经费支

持，连续投入 4 年。在具体课程建设上，除重点推出一批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示范课程外，所有高校全覆盖开设“中国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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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选修课程、全覆盖开展综合素养课程改革和专业课程育

人改革，已开出“中国系列”选修课程 50 余门，400 余门综

合素养课程和近千门专业课程改革相继启动。全市所有高校

均成立“课程思政”改革领导小组，并设立专门办公室推进

落实，党委书记、校长与教师们集体备课，为学生上大课、

讲大势、传大道，使思想政治教育真正成为“一把手工程”。 

积厚成势，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把价值观培育和

塑造“基因式”融入所有课程，使思想政治教育像阳光和空

气一样充满每一间教室，润物无声给学生以人生启迪、智慧

光芒、精神力量。进一步强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核心地位，

结合实际扎实推进 2017 年“高校思政课教学质量年”工作，

成立首届上海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全

体委员现场听课 450 堂；制定上海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若干意见，每年每校投入 300 万元

支持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

设，每年每校投入 200 万元支持 15 所上海高校示范马克思

主义学院建设。着力打造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核心任务的“中国系列”选修课程，在选题上既

紧扣时代发展又回应学生关切，在方法上融合课堂主讲、现

场回答、网上互动和课堂反馈，在师资上集聚高水平团队和

每个专题的业内领军人才，复旦大学“治国理政”、上海交

通大学“读懂中国”、同济大学“中国道路”、上海政法大

学“大国安全”等一批选修课一开即“红”，有媒体报道“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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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课抢不到座，这是真的！”突出综合素养课程和专业课程

教学的育人导向，让高校教学回归育人本源，并在总结经验

基础上，研究制订综合素养课程建设价值标准，围绕体制机

制、课程设置、教师选聘以及教学方式等方面，强化政治方

向和思想引领；研究制订专业课程育人教学规范和评价标

准，编制课程教学指南，努力做到知识传授与价值塑造同频

共振。 

夯基垒台，促进教师教书与育人相统一。从 2014 年起，

每年投入近 5 亿元专项经费，实施高校教师教学激励计划，

激励全体教授为本科生主讲专业基础课程，并针对专业课程

的育人功能和任课教师的育德实效开展绩效评价，作为确定

是否继续支持及支持额度的重要依据。以提升教师育德能力

和育德意识为重点，构建市、校两级有机联动的教师培训体

系，市级层面负责研制培训方案、开发培训教材，对专业课

骨干教师开展“课程思政”专题培训；各高校结合课程教学

实际，分类开展有针对性的校本研修与培训，为“课程思政”

全面推广提供核心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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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系统以第四个国家宪法日为契机，采取多种方式开

展宪法宣传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学生学习宪法知识、增强

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努力提高法治素养，不断坚定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突出实效性，进一步增强宪法宣传教育吸引力。国家宪

法日当天，教育部连续第四年组织开展教育系统“宪法晨读”

活动，全国 10 余万所中小学校的数千万名师生通过教育部

全国青少年普法网观看直播并同步开展晨读活动，形成了尊

崇宪法的浓厚氛围。从 12 月 1 日起，教育部全国青少年普

法网开设“2017 年教育系统国家宪法日主题教育活动”专题，

仅 6 天时间，访问人数就达 3370 余万人次，学生留言 31 万

余条。今年 5 月以来，举办第二届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

活动暨全国青少年学生法治知识网络大赛，共有约 7700 万

人次在网上学习宪法知识，20 万学生参加演讲活动，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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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万人次参与网络大赛，全面覆盖 31 个省（区、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覆盖大中

小学各学段。其中，“学宪法讲宪法”活动首次增设团体赛

并设置自由辩论和知识竞答环节，团体总决赛在中央电视台

社会与法频道播出，获奖代表在“宪法晨读”活动中进行宪

法演讲展示，有效提升了参与度和影响力。 

注重创新性，不断丰富宪法宣传教育内容和形式。各地

更多采用师生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方式，通过主题班会、

演讲和征文比赛、法治宣传栏及展览、庭审模拟、普法宣讲

团进校园等形式开展宪法宣传教育，着力增强实际效果。山

西省举办大中专学生宪法主题微电影大赛、中小学教师宪法

主题微课大赛，黑龙江省发布全国首套少儿普法动画原创音

像作品《法治知识》动漫片及读本，河北省组织评选法治精

品课、优秀法治情景剧，河南省、上海市举办大学生法治辩

论赛，辽宁省举办全省高校非法律专业学生法律知识竞赛，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举办青少年新媒体普法挑战赛，在青少年

学生中普及宪法知识，让法治的种子在学生们心中生根发

芽。山东省青岛市组织师生走进司法机关，通过“我当一天

检察官”等参与式体验法治实践活动，让师生感受宪法的尊

严和力量。 

增强系统性，全面加强青少年学生宪法教育。发挥课堂

教学主渠道作用，根据青少年学生的认知特点和认知规律，

科学规划宪法教育课程，纵向上打通各学段，落实《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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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教育大纲》，形成义务教育、高中阶段、高等教育全面

覆盖、有机衔接的宪法教育体系；横向上打通各学科，在语

文、历史、地理等学科中挖掘宪法教育的知识点和切入点，

做到全学科渗透。将宪法精神有机融入学生的日常学习生

活，落实到中小学生守则、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公约等行为规

范中，充分利用升旗仪式、开学和毕业典礼等教育教学环节，

并建设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引导青少年学生在体验与实践

中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加强法治教师队伍建设，近两年

依托高校培训了 600 多名中小学法治教育“种子”教师，实

施高等学校与法律实务部门人员互聘“双千计划”，提高宪

法宣传教育系统性、科学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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