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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常春晖

对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2013级大学生马天而言，
刚刚过去的那一个学期的专题学习，为他打开了一个
认知社会的“崭新天地”。

一门新开设的思想政治课，吸引着他的目光焦
点，加深了他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关注、对当
今社会发展形势的理性认知，“我与国家从未如此之
近，真正感到作为一名医学大学生肩头的责任。”

从今年 5月开始，我省在全省 15所高校，开展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四进四信”专题
教学，包括马天在内的全省 6.7万名青年大学生接受
了这次有别于以往的“课堂集中学习”。

【一门专题必修课：从没有“现成教
材”到日臻完善的“教学体系”】

“马老师，我们对时政不太感兴趣。”
今年 5月，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思政课教师马英华

在精心备课之后走到教室，准备开始自己负责的“四
进四信”课程首讲：全面深化改革。课前，她简要介绍
了课程内容。

“那你们对什么感兴趣？”
“衣服，吃的，玩的……”课堂上一个女孩子随口

答道。
“你说的我也喜欢。但是，反过来想，当你大学毕

业时，回头再看这四年时光，原本你就身处这个改革
的时代，却没能真正参与其中，你不感觉这样的青春
缺点什么吗？”

上课铃声响起，马英华说完这句话便走上讲台，
开始讲课。

在全省高校开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四进四信”专题教学，是省委高校党建工作领
导小组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做出的决定。

“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是大学必须弄清楚的
根本问题和永恒主题。青年一代有理想，我们的国家
就有前途，青年一代有担当，我们的民族就有希望。
青年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处于形成时

期，开展“四进四信”，加强思想教育和政治引领，有助
于青年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信条和价值取向。

“开展‘四进四信’专题教学，坚守高校意识形态
阵地。”这一观点得到高校领导的普遍认同。

开设新的思政课，学生们是否感兴趣？短时间集
中备课，教师们如何保证教学效果？是融入现有教材
讲，还是进行专题教学讲？……为使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真正走进校园，走进青年大学生头
脑，省委宣传部、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专门成立专
题教学工作协调小组，依托 7所高校，通过团队合作
方式开展讲义基础文本和专题教学大纲编写工作，并
从高校、省委党校、省社科院抽调了高水平专家学者
组成专题教学指导委员会，分 3个指导小组，负责讲
义编写、宣讲指导、听课评课和教师培训等工作。

各高校成立了由学校党委书记、校长牵头的专题
教学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专题教学具体实施方案，
高校党委书记亲自部署工作，为专题教学的实施提供
了有力组织保障。

这门课，确定为 16个学时，1学分，纳入成绩考
核；授课对象为三年级本科生和部分一年级硕士研究
生；今年 5月中旬全省 15所试点高校同步启动，9月
新学期开始后在全省高校推开……

教学体系日益健全，教学保障逐步完善。接下来
的担子，需要任课教师来扛。

“下一个讨论话题，‘我们身边的改革’。谁来说
一下？”马英华话音刚落，目光一扫，看到那个之前说
对课程没有兴趣的女孩子高高举起了手。

“事实证明，只要善于启发，学生们对这门课程还
是喜欢的。或者这么说吧，青年大学生具有学习科学
理论的内生动力。”马英华说。

【七个专题教学：让沉默的大多数
“抬起头”“举起手”“开了口”】

“教师在上面讲，对不了解的东西，学生们就在下
面用手机查，你讲得够专业、够深刻，学生才会有兴趣
学。”不少思政课教师这样说。

青年大学生好学多思、接受新事物快，尤其是在
这个互联网时代，能否引起学生对课程的兴趣，于授
课效果而言十分重要。

“如何完成‘总书记讲话精神’从理论体系到教学
体系的转化，是第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进’
的问题。毕竟，我们不需要呆板无趣、照本宣科的课
程。”东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刘经纬说。

据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周苏
娅介绍，为丰富专题教学内容，学院为授课教师购买
了 300多本教学参考用书，组织授课教师撰写专题课
程教学大纲和讲义，聘请省内外高校 3位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方面专家对大纲和讲义进行指导，明晰了专
题教学内容的重点和精髓，在此基础上完成讲稿和课

件制作。
“授课过程中，我们注重联系我国改革发展实际，

紧扣师生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着重讲好‘中国故
事’，讲透‘中国成绩’，划清重要界限，讲清习近平系
列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和指导意义。坚持贴近时代、
生活和学生心灵，既讲‘宏大叙事’，也讲学生身边的
具体实例，晓之以理，辅之以形，动之以情，导之以行，
进而实现入脑入心、终生受益的教育目的。”哈尔滨商
业大学校长辛宝忠说。

如果说课堂宣讲还可以留给教师充足时间备课
的话，那“讨论课”考验的就是教师强大的知识储备和
应变能力了。

为了增强教学互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开展了专
题讨论课。思政课教师高凤清直到现在还能清晰记
得，在上第一次讨论课时，她坐在讲台上，接受同学们
轮番轰炸“提问”的场景。

“老师，党纪、国法哪个更大？”
“老师，小康社会讲了好多年，到底指的是什么？”
……
据悉，为了解青年大学生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向所有专题教学授课对象发放了
2706份问卷。在对问卷进行整理分析的基础上，围
绕课程内容，学院开展了 44个小组（次）的讨论，4位
校领导走进课堂，参与学习、交流，激发了思想共鸣。

随着课程的深入，以前在课堂上“埋头”不为所动
的学生们为讲课内容所吸引，不由自主地抬起了头。
不少学生选择拿起手机，一页一页拍下老师的课件，
转发到微信朋友圈。

“四进四信”渐渐成为广大师生口中的热词。哈
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大学、黑龙江科技大学、哈尔滨
医科大学等高校充分利用校园网、校园博客、党支部
微信平台、QQ群等新媒体手段开展学习活动。如
今，在学生们的生活圈，讨论和学习“习大大”的讲话，
俨然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

【一次思想洗礼：给学习生活带来
新鲜空气和精神动力】

7月 19日，东北林业大学进入暑期。
大学生们陆陆续续离校。学校西侧文博楼内马

克思主义学院教研室的思政课老师们却仍在加班，一
次与以往不同的社会实践课程正在酝酿之中——由
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的大学生暑期学习“四进四信”
社会实践即将拉开帷幕。

“以前的社会实践，都是由校团委来组织。今年，
我们决定与校团委合作，搞一次针对‘四进四信’的专
题社会实践。”这个暑期，刘经纬将带队带领学生到鄂
伦春自治旗、双鸭山矿区等地集中开展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讲话宣讲活动及相关调研，让学生把学到的东西
传播出去，进入更多人的头脑。

“四进四信”专题教学的开展，让学生们对世情、
国情、党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一些曾经困惑的问题
得到了解答，给学习生活带来了新鲜空气和精神动
力，使他们看到了身上肩负的责任和使命。

这个暑假，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中药学专业大二学
生凯迪热耶·阿卜力米提异常忙碌，他为自己制定了
丰富的学习计划，他告诉记者：“国家政策给了家乡太
多的关怀和照顾，我非常感动。学习‘四进四信’课程
后，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增强了信心，对祖国的爱油
然而生。毕业后，我选择回到家乡，为家乡人民做贡
献，争取更美好的生活。”

课程结束，但影响不会消退。截至目前，黑龙江
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院 2013级中医学专业，全班 30
名学生已经自觉全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们的阳
光、正能量感染着周围师生。

“黑龙江省开展‘四进四信’专题教学工作取得的
成绩和经验值得在全国推广。”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
史研究所所长何虎生如是说。

打开认知世界的一扇门

莘莘学子 点亮明灯好赶路

激昂青春 当与时代同歌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走进我省高校（上）

□本报记者 孙佳薇

这个夏季，哈尔滨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张
艳老师一直处于忙碌、紧张、亢奋的工作状态。这位
在思政教学岗位上耕耘了 28年的园丁，没有了往日
的淡定，她需要以新的“耕作”方式去开垦“四进四信”
专题教学这片广袤的“处女地”。

5月 30日这一天，是张艳老师的第一讲，内容是
人们耳熟能详的“中国梦”。她带着熬了 10多天准
备的 PPT和讲义从容地走上讲台，轻轻抬头看了一
眼空荡荡的前两排，能容纳 100多人的教室，学生们
还是习惯性地挑后面的座位。张艳似乎对这场景已
经习惯，但又奈何不了思政课在大学课堂“门庭冷
落”的现状。

上课铃声响过，张艳向台下的同学抛出了一个
问题，“十年后，你是谁？你会是什么样子？”台下顷
刻安静了，张艳心里清楚，“抓住孩子们的心了！”她
的直觉没有错，在上第二节课时，第一排的座位竟然
坐满了……

当时间轴进入 5月时，我省有 15所试点高校调整
教学计划，将“四进四信”专题教学列为必修课。张艳
与学院里的另外几名老师，承担了学校的这一教学任
务。张艳说，她和她的团队更像是校园里的一支“特
种部队”，日夜兼程地去打响这场时间紧、任务重、要
求高、难点多的艰苦战役。

【如今，习惯了唱“独角戏”的老师们
大胆创新，提出“把课交给学生”的理念】

“一手独拍，虽疾无声”这是许多思政老师面临的
教学尴尬。90后大学生具有思维活跃，个性鲜明，接
受新生事物能力强，善于思考问题和表现自己，价值
观更现实等特点。对于学习内容，他们喜欢主动探索
而不是被动接受。而回避现实问题、对理论知识的灌
输式教学，很容易使这些学生产生抵触心理。

教学活动的主体是谁？看似最简单的一个问题，
却困扰了思政教师们很多年。如今，习惯了唱“独角
戏”的老师们大胆创新，提出“把课交给学生”的理念。

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的高凤清老师“Hold”住课
堂的本领是图片对比。她用这种方式，直观形象地回
答了学生们脑海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到底哪个
好”的困惑。高凤清喜欢利用假期去国外旅游，每到
一地就要拍摄很多照片，而这些照片成为她在课堂上
解答学生疑惑的法宝。

哈尔滨理工大学在课下举办征文比赛、演讲比
赛、知识竞赛、主题辩论等活动，进一步加深学生对专
题课的理解，使其内化于心。

随着“四进四信”专题课程的开启，为老师们破解
思政课教学难题提供了机遇与平台。这些日子里，老
师们虽然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对授课内容去细针密缕、
刮垢磨光，但他们已开始针对教学方式进行大胆的改
革与探索。其中，一些老师采用“问题引领式教学
法”，往往能够“一箭多雕”：一方面，有助于教师形成
授课气场；另一方面，能让年轻气盛的学生意识到自
己已有知识结构的不完整性，从而产生对课程内容的
敬畏之心和求知欲望。

【从课程开设之日起，思政老师们
就不可回避地要思考该以什么样的理
念设计教学】

传统的思政课堂在学生们的眼里似乎颇为枯燥，
常常是学生被动接受多，师生互动少。所以，从课程
开设之日起，我省一些高校承担此次教学任务的思政
老师们，不可回避地要思考该以什么样的理念设计教
学？如何将学生的需求点和教师的着力点有机结
合？运用什么样的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接受开设“四进四信”专题教学任务后，为确保对
讲话精神的讲授不走样，哈尔滨师范大学党委整合全
校师资队伍资源，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为主体，选
拔了 57名骨干教师为学生授课；对全体授课教师进
行专项培训，对每个专题的基本内容逐一进行论证和
完善；实行集体备课制度，按照不同专题设立备课组，
组织教师编制了符合学生实际的教学大纲、讲义和课
件；以团队为单位，深入开展讲话精神研究,一个团队
入选全省高校《〈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专题辅
导》讲义基础文本及指导大纲编写组。

采访中，部分试点高校在教学过程中就某个热点问
题展开课堂辩论等方法，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部分高
校让学生广泛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切实调动学生的积
极性、主动性，引导他们思考问题，改变以往学生在课堂
上消极被动的状况。此外，他们还采用案例教学法，特
别是选取与90后大学生相关的或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
力的典型案例，来论证所要讲授的理论知识，做到理论
联系实际，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体会。

记者发现，近两个月来，虽然各个试点高校都在
结合本校和学生实际，对“四进四信”专题课程进行教
学方式的“量身打造”和创新尝试，但各高校都有一个

“万变不离其宗”的相同做法和目标，即让教师以精深
的专业知识、生动活泼的教学形式和严谨的敬业态

度，把讲话精神讲清、讲透、讲活。

思政课教学创新颇得学生点赞

与信仰对话 精耕细作“思想园地”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一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今年5月，省委决定在全
省高校开展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四进”（进教材、进课堂、
进支部、进头脑），引导和帮助广大
教师和青年学生不断增强“四信”

（即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
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信心、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
党中央的信赖）专题教学工作。

“四进四信”专题教学，前提是
“进”、重点是“学”、关键是“信”、根
本是“用”。它的出现，为青年大学
生的学习生活带来一股清新空气，
送上了一把打开思想上“锁头”的精
神“钥匙”。经过在15所高校一个学
期的试点，专题教学在广大师生中
引起强烈反响，获得广泛好评。为
总结试点经验，推动专题教学深入
开展，本报分别以“进”“学”“信”

“用”为关键词，分上下两篇对我省
高校开展“四进四信”专题教学情况
进行深入报道。

写 在 前 面

进入新媒体互联网时代，大学生的学习方
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更多同学钟情于网络形式
的沟通与交流。为此，我省试点高校纷纷采用
新媒体教学方式，激活“四进四信”专题教育。

一些学校采用青年人熟悉喜爱的方式打
造开放性、便捷性、互动性的微信学习平台，
将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精神制作成“微
知识”，在学校的微信平台上定期推送。“互联
网+政治思想引领”颇得同学点赞。

在“四进四信”教学的课堂上，改变的不仅
是教学方式，更是对师生们思维方式的冲击。

一位资深思政课老教师对记者说，这些
突破以往“填鸭式”教学的课程，凸显和激发
了学生的主体意识。一方面，思政课本身除
了理论性之外，实质上也与学生息息相关。
多样化的课程设计能够使学生参与其中，增
强“存在感”，更为他们提供对社会热点问题
各抒己见的机会，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
趣与实现课程的教学目标。

同时，在创新“四进四信”课程讲授方式
中，许多教师也品尝到了“教学相长”的滋味。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徐奉臻老师深有感触
地说，如果日常课堂教学是“累积”的重要过
程。那么，专题辅导课就是“提升”的必要环
节，她认为“提升”的涵义至少有两方面：一是以
过去完成时的课堂教学为基础，从正在进行时
的角度体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不断
增容、不断增质的动态特点；二是以
专题教学所具有的系统性和整体性，
弱化或克服课堂教学所
呈现的线性化和零散性
的局限。

“换脑”先行
思政课走出局限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对共产主义的信念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信心
●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总

书记的党中央的信赖

我省从今年 5 月中旬开始，在
先行试点的 15 所本科高校正式开
展“四进四信”专题教学工作。这
15所高校成立了由学校党委书记、
校长牵头的专题教学工作领导小
组，制定了专题教学具体实施方
案。各试点高校及时调整教学计
划，将专题教学列为必修课，设定
16个学时、1学分，纳入课表和学生
成绩考核体系。专题教学授课对象
为三年级本科生和部分一年级硕士
研究生，截至目前，15 所高校已有
6.7万余名学生接受了专题教学。

为了解学生们关注的热点、焦
点问题，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向所有
授课对象发放调查问卷，学生们认
真填写问卷，与学校领导、授课教师
共同学习交流，激发思想共鸣。
（图片由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提供）

链 接

为增强教学互动，结合课堂授课，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开展了“四进
四信”专题讨论课，讨论课上学生们畅所欲言。

（图片由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提供）本报记者 车轮制图

画 外 音

进教材
进课堂
进支部
进头脑

杨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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