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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如何“接地气”①

刘贺青
（河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２１１１００）

摘　要：研究生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新的特点，可以从学生的专业背景、认知能力、心理诉求等角度探讨研究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路和方法。拟结合研究生公共必修课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第九章“当代中国与世界”

的教学内容，探讨如何拉近师生之间、学科之间的距离，如何提高研究生的专业使命感和政治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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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无论在本科阶段还是研究生阶段，都设置了思想政治教育相关课程，可见国家对高等教育中

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经过本科阶段的学习，研究生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已逐渐成熟，这就对教师提出

了新的要求，比如“如何在教学内容上有所提升，以区别于本科阶段的教学”、“如何在教学效果上更好

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等，就成了教师必须思考的问题。然而，教师的探索，也离不开学生的参

与或配合，离不开对教学对象———学生的深层关照，这就需要教师的教学“接地气”。“接地气”是一种

形象的说法，旨在使教学更加贴近学生的知识诉求和心理诉求，从而使其提高对本课程的认可程度、接

受程度，拉近师生之间、学科之间的关系；提高研究生的思想觉悟，增强研究生以自身能力建设国家的使

命感和紧迫感。本文拟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第九章“当代中国与世界”部分的讲授，选

取５个角度，即从恰当的角度设计可行的问题、结合学生的专业特点因材施教、选取学生感兴趣的热点

话题、结合学生的职业规划、结合学生的学习需要，探讨如何使思想政治教育“接地气”，以提高学生的

思想觉悟和综合素养，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１　选取恰当的角度，设计可行的问题
就《当代中国与世界》这个专题而言，有学生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离他们的生活、学习

很遥远；有的同学可能会马上想到中国当代外交问题，但是，依然会觉得那离他们很遥远。因此，如果想

达到知识教育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目的，教师将不得不思考：如何拉近这部分教学内容和同学们的知识

储备、心理条件及思想状态之间的距离，也就是如何使这部分内容更加“接地气”的问题。“当代中国与

世界”包含十分丰富的内容，即使用一学期的时间单独讲授也讲不完，而从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教

师却要用４节课的时间完成这部分教学内容，因此，角度的选取及教学方案的设计就显得尤其重要。

为了 “接地气”，笔者没有讲当代中国外交的嬗变，而是从当代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的角度展开

教学。这一种互动关系主要探讨当代中国与世界之间的相互影响。从这一角度出发，笔者设计了一系

列问题，并充分挖掘问题的价值。比如关于“究竟是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大，还是世界对中国的影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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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问题，不同领域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因此既可以在具体领域进行比较，也可以进行总体的比较。但

是讲课的目的并不是进行比较，而是探讨我国目前所处的国际形势，特别是要去追问：这种形势对我国

是否有利？如果不利的话，该怎么办？我们该为国家的发展创造怎样的外部条件？怎样创造良好的外

部条件？谁来创造好的外部条件？这不仅是外事部门的事情，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情，特别是有着国

际眼光的人的事情，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踏上研究之路的研究生都肩负着这样的使命或责任。

如果想有一个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必须要了解外部情况，特别是了解国际事务、国际规则，在了解的基础

上判断哪些对我们有利、哪些对我们不利？对于不利的规则，我们怎么办？是暂时接受，还是提出异议、

完善原有规则，甚至提出新规则？此外，可以通过什么渠道了解国际规则？甚或继续完善规则、制定新

规则？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与讨论，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接地气”的目标，提升教学效果。

２　结合学生的专业特点，因材施教
对于是“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大还是世界对中国的影响大”的问题，以专题形式开展的教学恰好为这

个问题如何“接地气”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要“接地气”，就要了解学生的情况，要因材施教。因为

研究生们来自于不同的专业，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都能够深刻体会到中外之间存在的差距。因此，如果

以“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大还是世界对中国的影响大”这样的问题询问学生，显然没有直面问题。因此，

笔者又设计了如下问题：“请谈谈你所在专业的中外之间的差距与影响。”一般而言，学校特色专业的研

究生会认为，中国在相关专业领域的某个特定的领域还是做得不错的，如“我国某种海洋技术先进”“河

海大学陈建生教授研究出在沙漠里找水的技术”等等［１］；而多数研究生特别是理工科研究生会认为，在

其专业领域受国外影响的痕迹还是比较明显的，这跟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历程是密切相关的，有的甚至谈

的非常具体，比如：机械专业的研究生说“看到机器人不是感觉到好玩，而是感觉到恐惧”、市政工程专

业的研究生关注“西班牙智慧城市”、“城市雨水收集”等，这些基于专业的回答，是比较具有说服力的，

也可以作为今后的案例。

从学生提供的案例来看，国外对我们的影响目前还是很大的，因此要抓住时机激励学生发奋图强，

为缩小同国外的差距作出自己的贡献。而研究生的身份，会更加提醒他们自身，通过提高科研能力，为

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此时，笔者向同学们举了竖版世界地图的提出者郝晓光的例子，虽然郝晓光的竖

版世界地图被接受的过程非常艰辛，但是这幅地图最终走向世界，于２０１０年被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

究所采纳，郝晓光被称为地图界的“哥白尼”。这个例子也激励同学们在专业领域为国争光。

３　选取学生感兴趣的热点话题
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在有些人看来不“接地气”，是因为有些教学的话题有点老生常谈，随着时间

的推移，已经无法引起学生的兴趣。为了使教学能更“接地气”，需要经常了解最新的时事、了解热门的

思想话题，可以选取学生们感兴趣的话题展开教学。

在谈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及世界对中国的影响这两个方向的问题时，还可以追问“中国以什么影响

世界”“世界以什么影响中国”，同学们会对上述两个问题很感兴趣，这些问题虽然有难度，但如果把世

界的范围缩小，比如询问：“美国以什么影响世界？”有同学会回答“以价值观影响世界”，但这只触及了

问题的某些方面，在教师的提醒下，会一步步联想起美国的商品（如：遍布全球的肯德基、麦当劳等）、货

币（美元）、文化（好莱坞电影文化等）、美国提供的国际公共物品（国际组织等）。在这种情况下，教师

可以继续追问，“中国以什么影响世界？”相比之下，学生会发现中国也输出了很多商品，世界离不开“中

国制造”。而在谈及人民币的国际化、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国门的问题时，同学们感到了某种困惑。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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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谈及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时，深受互联网及媒体影响的年轻人马上会联想起近些年来年轻人要不

要过洋节、看洋剧的问题，这时可以安排讨论或辩论。这个问题恰恰反映了怎样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

方文化的关系的问题。同时，在本专题的背景下，学生们又很关心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甚至有些学

生已经敏锐地看到，一个国家在对外界产生影响的时候，文化的作用更大。即使是以商品影响世界，世

界上除了中国制造，还有美国制造、德国制造、日本制造，而这些制造的背后都有文化的支撑。而目前，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崛起不仅昭示着国内国富民强，而且还要在国际上提供更多的

公共物品、更好地展示中华文化的魅力，这将成为大家今后努力的方向。

热点话题很多，这些话题也可以和其他方面的教学配合起来，例如：谈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中国

的国内事务已深受国际影响，我们应该在国际上寻找有利的条件，规避不利的风险。首先则要去辨别国

际上哪些资源或规则对我们有利或不利，可以举研究南海问题的学者们的研究，南海问题容易引起学生

的兴趣，能够引起学生的共鸣。在南海问题上，我国既面临着有利的国际规则，也面临不利的规则。国

际上的禁止悔言原则，有利于我国；但是实际控制高于历史拥有原则不利于我国，比如：新加坡实际拥有

本来属于马来西亚的岛屿，但国际法院的裁决却是判给了新加坡。针对我国对南海的历史拥有及实际

控制问题，学生感到有一种压力和使命感；有些同学会对继续寻找有利条件感兴趣。这也启发同学们要

关心国家大事，尤其是国际背景下的国家大事，因为中国命运和世界命运联系在一起。

４　结合学生的职业规划
职业规划是学生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接地气”的可行途径之一。比如，在讨论

“怎样才能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物品”这一问题时，往往要与国际规则联系起来。现有的国际规则是怎

么生成的，是怎样的，是否对我国有利？这是需要一些人去识别的，这些人可能来自法学界、外交界、外

语界，或者来自其他领域，他们有职责了解国际规则［２］。一般而言，国际规则体现于国际法律文本之

中，这些条文的拟定是通过一些国际会议或论坛进行商谈；或者伴随着一国的强大而将国内规则升级为

国际规则；或者是一些国际组织在运行过程中生成了一些好的规则。因此，可以通过提升国家的竞争

力、通过参与国际组织、参加国际会议或论坛等，影响国际规则。在这里，中国和世界的距离可以拉近，

比如说：国际会议中有中国人的身影，国际组织中有中国人的身影，甚至中国人的身影更多。这都有助

于我国了解国际规则，甚至对国际规则提出意见。正如中国古话所说：“没有场外的举人。”因此，中国

要参与到国际事务中来。国际组织、国际会议等是我国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平台，在此，向学生介绍一

种不怎么为人所知的职位———国际公务员，特别是联合国公务员。

当年轻人热衷于考国家公务员时，实际上，国际公务员在我国有较大的缺口。国际公务员是指在国

际组织中任职的工作人员。目前，我国在联合国公务员中的缺口较大。由于现阶段知道国际公务员这

一职业或职位需求的人并不多，因此，增加这部分内容，很容易吸引学生，而且至少使他们知道将来可以

有这样一个职业的发展方向，这对国家来说，无疑是好事。同时又结合北京大学法律研究生葛青青的经

历说明这个问题。葛青青曾在联合国实习过半年，现在在世界银行工作，葛青青认为，如果在国际组织、

国际会议中没有中国人的身影，那就不能反映中国人的诉求，将是一种遗憾。最后，教师甚至可以诙谐

地点一个学生的名字，然后对着全班说：若干年后，但愿会有这样一幕：“现在，我们有请河海大学２０１４

级校友、国际水协会会长———某某某，为大家做讲座。”此时，同学们会爆发出笑声，实际上已经心领神

会老师的良苦用心，即希望研究生们好好学习，将来能到国际水资源协会、世界水理事会、世界水资源委

员会、全球水伙伴组织等国际水领域的组织中供职并影响其决策［３］。针对环境等专业的研究生，可以

将当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国际机构的招聘信息放在课件中，使学生至少知道有一种新的职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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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合学生的学习需要
关于识别有利的国际资源或条件的教学，也可以结合研究生学习的需要来讲解。比如：现在研究生

阶段需要开拓视野、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或经验，那么，最好能出国一趟，同时也能够真正体会到世界的

发展及各自专业领域的最新进展。出国学习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短期出国，一种相对长时间出国，短期

的包括出国开会或者短期进修或考察，而１年及以上的出国访学或攻读国外的学位则是另一种情况。

在这两种情况中，都存在寻找是否对自己有利的条件，特别是能节省费用的有利条件。我们都知道，国

内学术会议有不同的情况，有的会议可以提供食宿资助甚至差旅费，国际学术会议也是如此，因此针对

研究生阶段的同学们，可以提醒他们查询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ｌｅｒｔｓ．ｃｏｍ，鼓励他们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学术交流；

对于经费紧张的同学，可以让他们关注提供经费支持的国际学术会议，对他们的成长也是有好处的。此

外，现在国家留学基金委也有资助研究生出国学习的项目，对于研究生的培养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

如果研究生的英语很好，专业学习也很有特色、很深入，可以提醒他们关注国外有没有继续深造的机会，

比如欧盟的伊斯拉莫斯计划，资助我国学生到欧盟学习。这对于家庭经济条件不好，而又具有上进心的

学生来说，无疑是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总之，世界是联系的，我们不仅要关注国内的发展，也要有世界眼光，然而，想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

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世界离我们并不遥远，世界的变化、中国的变化始于每个个体的变化。国家、

国际组织等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甚至行业规则、国际规则，都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来推动的，因此更要

关注人的因素对这些行为主体的影响。个体并非是被动的，而是具有主观能动性，可以对国家力量的增

强、国家形象的维护、国际秩序的重塑等发挥积极的、基础性的、建设性的作用。我国目前正在建设丝绸

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更加需要有世界眼光，更加需要奋发有为的一代又一代青年推动我国社会

主义建设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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