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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

复旦这门跨越500年的思政课为你讲深讲透
在学校党委系统谋划和马克在学校党委系统谋划和马克

思主义学院积极部署下思主义学院积极部署下，“，“四史四史””
课 程 开 始 酝 酿 建 设课 程 开 始 酝 酿 建 设 ，，并 于并 于
20202020--20212021学年秋季学期正式开学年秋季学期正式开
课课，，作为选择性必修课面向全校作为选择性必修课面向全校
本科生开设本科生开设，《，《社会主义发展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是其中之一是其中之一。。今年今年，，该系列课程该系列课程
在不断摸索与完善中步入了第二在不断摸索与完善中步入了第二
个学期个学期。。

以往说起马克思主义和社会

主义时，历史学系2019级学生鲍

春阳首先想到的，总是一些宏大

而抽象的理论，觉得有些遥不可

及。

直到在《社会主义发展史》这

门课上，他看到恩格斯深入英国

工厂考察工人生活、马克思在德

国书报检查令日益严苛的情况下

也坚持发表批判德国资产阶级统

治的社论时，感受到二人重视实

践、勇于抗争的可贵精神，“对他

们在那样的环境下做出的行动，

感到由衷敬佩。”

让马克思主义变得鲜活生

动，是《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教学

目标。授课团队由复旦大学讲座

教授陈锡喜领衔，核心成员包括

包炜杰、李健等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师。经过一学期的效果检验、

师生磨合，这门课程本学期更加

受到学生的欢迎。

社会主义经历了从空想到科

学、从理论到实践的 500 年波澜

壮阔的历史进程。对授课者而

言，这样一门理论性极强、历史跨

度大的思政课，到底如何上出特

色、上出效果，最终把学生引导到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上，

是一道不简单的题目。

不端心灵鸡汤
专做思维体操

有人说，《社会主义发展史》是

一门“提神醒脑”的课，因为要学好

这门课，必须无时不刻动脑思考。

一个星期四的早晨 8 点，阳

光撒进 3106 教室。正逢陈锡喜

讲到新的一章“新经济政策及列

宁 对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道 路 探

索”——列宁进行大胆实践，改变

原来的战时共产主义，开始运用

商品经济发展生产力的阶段。

他提问：“新经济政策究竟是

什么？社会主义的进步？倒退？

权宜之计？”

同学们开始查找资料、梳理

导图，却难以在短时间内表达清

楚自己的看法，望向老师，希望得

到解答。

“其实这三个评价，并不一定

绝对对或绝对错。三者是新经济

政策放置在不同参照系的不同结

果，列宁说过：‘同社会主义比较，

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

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涣散性引

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

幸福。’同战时共产主义完全共产

主义的生产、分配方式相比较，似

乎有后退；但是对于公有制发展的

方式探索上，有进步；而从先发展

生产力，最后逐步迈向共产主义的

目标来看，新经济政策是‘必要的

退却’。”陈锡喜娓娓道来。

“参照系的思维方法很重

要。”社政学院 19 级学生覃文晶

在电脑上敲下这样的一行字。她

觉得这种客观的比较方法，对于

指导自己将来的生活实践会很有

用。

陈锡喜的授课风格独特。“我

从不端心灵鸡汤，而是强调大家

一起做思维体操。”他坦言，不擅

长讲故事，也不善于刻意拔高价

值，更乐于在课程上引导学生进

行思考，启发学生一些思维的方

法，正如本堂课的参照系方法。

所谓参照系的思维方式，就

是把一个历史事件放置到具体的

历史进程中，思考该事件比较过

去的事物有什么进步的地方，对

于未来更高形式的事物来说，又

有着什么不足，这样才能够客观

看待这个事物的价值。

这一风格在导论课就已非常

鲜明。课上分享了十个问题，有

的问题下面注有过去学界存在的

某些观点，供学生辨析，比如：苏

联的解体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

结果，还是证明了历史的终结和

社会主义的失败？邓小平曾经说

过：“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

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

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

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

“邓小平做出改革开放的决

议的思路，其实和列宁是相似

的。他们二者都看到，资本主义

在历史时空发展中并不是绝对错

误的，认为社会主义需要超越资

本主义的弊端，运用国家资本主

义将资本可控化，以发展生产力

为主要目标，最终达到实现共产

主义的目的。”陈锡喜认为，从世

界视野中看中国，是授课的重要

目标之一。

课程的另一位授课者李健同

样重视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一

次课程前，李健在课程微信群里

留下一道问题：“可不可以跨域

‘卡夫丁峡谷’，也就是，东方国家

可不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这样一

个痛苦的过程，直接进入社会主

义？”在当天的课程上，再抽取学

生进行回答。

这一过程锻炼了学生抓取资

料、分析关键信息的能力。课上，

老师们将学生回答的关键词写出

来，用线条将相关的词语连在一

起，再在这些词语中加入可补充

的东西，同时，学生并不只是记下

这个回答模板就可以了。“从来都

没有绝对唯一的答案，关键是学

生要自圆其说，同时寻找思维的

创新点。”陈锡喜强调。

打破固有思路
鼓励挖掘新视角

回到正式开课之前。

备课研讨会上，最受大家关

注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发展史》

作为一门面向全校的思政课选择

性必修课程，文理科生都会修读，

而后者整体上没有文科生那么好

的历史、政治基础，怎么办？

老师们首先明确了课程的教

学目标：提高学生思维能力，先了

解社会主义发展历史，再理解这

些历史中总结出的规律，最后将

这些规律运用到实践生活中，认

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理

性，巩固政治认同。

在这一目标下，理科生和文

科生可能存在的差距，集中于对

社会主义发展历史了解不足，对

关键名词的认识不够。因此，课

前留下问题、课上介绍重点介绍

关键词两种方法双管齐下，致力

于弥合这种差距。

老师们强调，思维训练不能

固化思路。李健在课上感受到了

文理科生思维的不同——文科生

大致会跟随老师进行着思维的梳

理，而理科生更希望有个定式加

以推理，有时会跑来问：“老师，这

个课程没有思维导图啊？”

对这些学生的钻研精神，李

健首先表示肯定，认为学生在高

中形成了自己的学习方法是很好

的，但是大学，学习不能仅仅追求

形成一个便于背诵的框架，否则

理论将会一直停留在低纬度。“要

保持开放，灵活运用多种学习方

法，接受不同理论的冲击，才能够

促进认知的螺旋形上升。比起高

中教育，大学教育更需要突出理

论思维培养这一方面。”

对于同学们的困惑，不管是

课前还是课后，老师和学生都积

极互动。

为了弥合文理科生差距，经

过多次研讨，老师们决定采取课

程论文的期末考核形式，而非闭

卷考试。“只要能够找好资料、抓

住新的视角，理科生也可以写出

很精彩的论文。”李健认为。

去年上交的论文中，一些内

容体现的严密思维逻辑以及独特

新颖的视角，令老师们惊喜。

一名理科同学就从政治宣传

画的角度来切入我国的政治改

革，将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

发展历史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介

绍这些时期政治宣传画的特点，

挖掘出其中展现的思想建设和生

产建设的状况，最后得出结论：生

产建设和思想建设齐头并进、思

想建设适配生产建设并引领前者

的发展的时候，社会主义建设的

发展势头是良好的。

跟过去相比，当今大学生的

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这

意味着这门课程更加需要肩负起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的作

用。而价值观的引导，显然不能

只是把理论讲清楚，更要让学生

感受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

“我们通过思维体操的训练，

让同学们认识到社会主义逻辑的

自洽和严密，也要通过社会主义

在生活中的运用，让大家感受其

中包含的情感，比较认识科学社

会主义的科学性，更感受其道义

性和人民性。”陈锡喜说。

李健在课上课下多次举出我

国运用举国体制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的例子，我国以人民的生命为

第一保障对象，发挥高超的动员

组织能力，及时遏制疫情的进一

步发展。

这种道义性，也要求其传授

者本身饱含丰富的情感。“实际

上，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授

者，本身就是有着自身的情感的，

是鲜活的。”陈锡喜说。

陈锡喜获得2020年上海市马

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突出贡献

奖”。今年72岁的他，家住上海交

通大学和复旦大学的中间。尽管

两眼开过三次刀，右眼因视网膜脱

离而几近失明，但他依旧不顾路途

的遥远，经常往返于两个大学之

间，奋战在教学一线。

上海市总工会曾为陈锡喜拍

摄一段人物宣传片，他要求对方

不要把自己拍成传统刻板的马列

主义“老头”形象。“马克思主义真

理是朴实的，因而马列主义者应

该脚踏实地，而不应该始终绷着

脸讲教条。”

从事了一辈子的思政课教

学，陈锡喜难以割舍课堂，更难以

割舍母校复旦。作为复旦哲学系

的毕业生，陈锡喜谈到复旦对于

本人成长道路的深刻影响。“博学

而笃志，切问而近思”，陈锡喜希

望将母校重视思考的校风、脚踏

实地的学风继续传授给一代又一

代的复旦学子。 文/周沁怡

为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法学院民商法经济法党支部联

合法理法史支部6月13日开展主

题党日活动，前往上海长兴岛回

望奋斗初心，感悟围垦精神。

长兴岛郊野公园的原址是

上海前卫农场，坐落于此的长兴

岛博物馆记载了崇明“向大海要

土地，让荒滩变良田”的奋斗历

史。通过参观，支部党员深入了

解长兴岛从贫瘠到繁荣的发展

历程，长兴岛的建设开发堪称在

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艰苦奋斗、

团结进取、不断取得伟大历史成

就的生动缩影。重温了中国共

产党带领人民群众锐意改革、不

断进取，解放生产力、实现社会

经济全面发展的过程，感受到了

长兴岛围垦精神的现实意义。

民商法经济法党支部书记

李世刚表示将结合围垦精神，在

工作中积极进取、勇于开拓，响

应党和国家号召，发挥学科优

势，以自身所学服务国家、服务

社会、服务人民。

法理法史党支部书记、“钟

扬式”好老师侯健说，长兴岛的

围垦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作

风的延续，早在陕甘宁边区时

代，党就有359旅实施军垦屯田、

开辟南泥湾的壮举。实地研学

让每位党员充分感受到围垦精

神拼搏、奉献、服务的内涵，将激

励大家更好地开展今后的工作

和学习。

党员们纷纷表示，没有围垦

人的付出与奉献，就不会有长兴

岛今日的建设成就。作为复旦

教师，应当在平时的教学、科研、

行政工作中，自觉发扬拼搏进

取、不畏艰难、从无到有的开拓

精神。 来源：法学院

不忘奋斗初心 感悟围垦精神

法学院民商法经济法党支部联合法理法史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党史学习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