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问题来自学生，声音来自一线，解答来
自权威”———这就是“超级大课堂”的形式。全
部热点问题由学生提出，再由一线教师正面
回应，于是就有了一万个“为什么”。不解决学
生思想困惑的思政课不是成功的思政课，不
能解答学生困惑的老师不是好的思政课老
师。而“超级大课堂”将学生中存在的最尖锐
的问题集中起来，让老师回答。在课堂上，它
引入“争鸣、交锋、竞争”元素，突出大学生主
体地位，搭建师生平等对话交流平台，教师在
解答大学生现实疑惑中与学生拉近距离，学
生则在思想碰撞中达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关系的共鸣。今年 !月，第三期“超级大课
堂”再度开讲，问题更尖锐，争论更精彩，在思
政课堂上，上演了一曲曲“课堂好声音”。
“为什么大学生要有理想信念，做一个平

凡人就是胸无大志吗？”———这是最新的一堂
“超级大课堂”的主题，提问由此开始，聚集的
话题是大学生就业和核心价值观。观看完一
部“好儿女志在四方”的宣传片后，一名大学
生站起提问：“我是来自上海电力学院的汤
华。刚刚在片中表达，在就业的时候，个人的
价值观要和社会和国家相一致。片中的男主

角，也为了与国家的价值相一致，放弃了外企的
工作，选择了去沂蒙山支教。我们在就业选择
的时候，一定要这种去支教，或者去支边的方式
才是个人的价值观与国家相一致吗？其他的选
择怎么样体现个人价值观与国家相一致呢？在
这个选择上面，有一个怎样的平衡点？”

上海交通大学教师黄庆桥立刻幽默回
应：“不是让所有的同学都要去沂蒙山，否则
沂蒙山受不了的，没有那么大的地方，你在上
海工作，同样是对国家的奉献。”黄庆桥继续
说道：“不能说我们的学生选择在上海、在北
京等大城市工作，就是不爱国的，对吧？但是
我觉得，我们这个国家，在其他的一些地区更
需要人才。问题是我们的人才，他就有留沪情
结、就有留京情结，怎么办？我们是希望有一
个导向。应该这样讲，在大学生毕业时，应该
有很多选择。国家也为大学生的成才报国提
供了很多机会，很多发展的平台，包括到一些
地方担任村官等等。确实，有些地方，和大城
市相比还是比较艰苦的，但正因为这样，所以
有锻炼的价值、有发展的机会。我在这里想告
诉你，我们的总书记、我们的总理，都是在农
村历练，一步一步走上来的，所以他们今天堪

当重任，他们是我们的榜样。”
另一个“超级大课堂”上，一场更激烈的

交锋在进行中。电视上出现了央视庭审画面。
画外音说道：“去年的 "月 !日，林森浩因生
活琐事在宿舍饮水机里投毒，室友黄洋在饮
用后发生中毒，"月 !#日黄洋因抢救无效身
亡。”此时，一名大学生站起提问：“我来自上
海对外经贸大学。我想问一个问题，能把复旦
学生投毒案直接归纳为人文素养的缺失吗？
我觉得复旦不缺乏人文素养。”

上海师范大学经济伦理研究中心主任周
中之教授回应：“我们讲的人文精神，就是人
要自尊，也要尊重他人。这里面涉及一个问
题，在我们的大学、高校宿舍里面，现在居住
着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同学，有各种不同的
性格，有各种不同的家庭背景，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相处？最早的时候，是一些很小的事情，
比如一些水费的问题，大家搞得心理不爽，你
让我不爽我让你好看，从平时积累起来的情
况来看，酿造了这个大的案子。所以说，我们
看问题，有的时候要从小事抓起，小的矛盾化
解在萌芽状态当中，才可以减少法律事件或
害人事件发生。”

还是在一个“超级大课堂”上，尖锐的思
想碰撞闪烁出火花。又是一名学生提问：“我
是来自上海理工大学的一名研究生，我提个
敏感问题，谈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可
能会想到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前一段时间，大
家讨论得比较激烈。普世价值观，现阶段还是
不被我们认可的。请老师为我们解释一下，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西方的普世价值观有什
么区别？”

上海交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鲍金直
面难题：“自由平等，是很多国家都在追求的
价值。问题在于当自由平等落实到某一个特
定国家的时候，具体的表现形式和另外一个
国家一定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举一个例子，自
由是美国的核心价值，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也提倡自由。但是自由在中国的表现和
在美国的表现，是肯定不一样的。现在的关键
问题，美国政府特别想把美国式的自由强加
到类似中国这样一些发展中国家上，这里面
就产生了问题。我们并不是抽象地说普世价
值不好，包括三权分立、自由、平等，这些价值
在美国确实是好的，但是它不能不顾任何实
际条件、历史条件，把它放到中国，直接拿来
套用，它在美国是好的，但是你直接把美国的
东西放到中国，那么它就不适用，就产生一种
不好的效果。”

! ! ! !走出“超级大课堂”，听完“课堂好声
音”，同学们是另一番感受。同济大学学生
刘江亭说：“作为一名大一新生，我很荣幸
参加了这次的‘超级大课堂’，接受了一场
不一样的心灵洗礼。十多年来，我似乎已
经习惯了传统的思政课教学，老师在台上
讲，我们在下面听，或许是被动的接受太
多，以至于我们都忘记了该如何思考，甚
至忘记了这门课都讲过些什么。我们缺少
的不是思政课本身，而是缺少了一个主动

参与的过程。而这次活动以学生提问老师
解答的方式，拉近了两者的距离，突然让
我想起了孔圣人和他的弟子们正是以这
样的方式做到教学相长的。老师告别了传
统的课件，学生听到的也不是反复的说
教，对学生而言燃起的是对思政课的兴
趣，对老师而言迎接的是挑战。”

东华大学学生张琳说：“我感到超
级大课堂的形式特别好，原本沉闷的两
课变成了‘我有话说’、‘我有问题’，大

家争着抢着提问，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我们当代大学该做些什么，在
课堂上有了最生动的体现，我马上就听
进去了。”

上海大学学生吕承说：“‘超级大课
堂’的亮点就在于‘生问师答’的课堂形
式。我们学生一改往日在学校坐着听课的
态度，变得积极主动地想举手发言。我感
到这样的课堂让我情不自禁地想投入其
中，想争做课堂的主人。”

! ! ! !记者了解到，“超级大课堂”的模式，
已融入沪上不少高校普通的课程中。华东
理工大学将“中国文化导论”课程设为公
共必修课，就是运用这一形式。“假设寝室
中两位同学为打水之类的琐事而争吵，假
设你的一个同学羡慕别人穿名牌、进高档
餐厅……你去劝解、开导，用儒家思想怎

样讲？用道家思想怎样讲？”、“假设你是一
个企业的领导，要调动下属员工的积极
性，你可以从儒家思想中得到什么教益，
道家思想又可以给你什么启发？”、“焦裕
禄称自己为孤寡老人的儿子，这反映了他
忠于人民、忠于职责的高尚情操，请你立
足我们的文化传统向外国朋友解释这个

问题。”这样的一个个题目，都是“中国文
化导论”课上所讨论的问题。

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研究院党总支书
记杜仕菊教授表示，对大学生而言，让他
们了解核心价值观、践行核心价值观，需
接地气、少说教，这正是华东理工传统文
化课的核心，也是“超级大课堂”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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