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创新。

三、教学过程中要少些说教，多些启迪和思考

比如说，在谈到改革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时，笔者引用了“时空压缩理论”的分析方法。“时空压缩”是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美国学者哈维提出的反映全球化特征的学术概念，这里所说的“时空压缩”，意思是指发展中国家可以凭借后发

优势把发达国家需要很长时期完成的任务压缩到很短的时期里完成，但也会把发达国家在很长历史时期所产生的矛盾

和问题压缩到很短的时期里同时出现。“时空问题”是当前理论界的热点问题，是很多哲学家与思想家感兴趣的话题。
吉登斯( A． Giddens) 、卡斯特( M． Castells) 、鲍曼( G． Bauman) 等社会学家，都十分强调时间、空间与社会形式和社会过程

的内在关联。西欧的经济社会发展历程是一个前期缓行后期加速的连续过程，在整个变迁过程中，历史、现在和未来之

间有着充分的对话，百年历程，百年磨合，行进的时间和空间都较为充裕。然而，对于社会主义改革来说，所要做的是用

短短几十年时间去走完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后工业化路程。“时空压缩”要求改革必须具备一定的加速度，但是，

速度的快慢最终取决于经济、政治与社会的互动过程，正所谓必须做到“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承受度三者之

间的和谐统一”。
“时空压缩”既具有正面效应又具有负面效应。从其正面效应来看，中国在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当中，凭借后发优势，

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完成了发达国家在二三百年时间里才能完成的任务。所以世界银行发表的报告早就指出，中国人用

一代人的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几代人完成的任务，这是一种时空压缩的正面效应。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种“时空压

缩”还具有负面效应，在我们实践这种跨越式发展的同时，我们也把发达国家在 200 多年时间里分阶段产生、分阶段解决

的大量矛盾和问题，以一种复合型、压缩型的形式，集中到我们这 30 多年改革开放的进程当中来了，这就是我们当前面

临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所带来的挑战前所未有。
通过教学引导，我们让青年学生认识到中国实行的是跨越式发展，在改革开放的 30 多年里走过了发达国家 200 多

年走过的路程，发达国家 200 多年的成就我们国家在 30 多年里就取得了，这些成就主要表现在: 中国在 30 多年里人均

GDP 从 200 美元提升到 4000 美元左右。此外，发达国家经历的蒸汽技术革命、电力技术革命、电气技术革命和信息技术

革命这四次技术革命用了 200 多年时间，而中国在短短的 30 年时间内走完了全部四次技术革命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发展所取得的这些成就举世无双，这是一种“时空压缩”; 但同时我们也把发达国家在 200 多年时间里分阶段出现的

问题比如: 农民失地、工人失业、贫富分化、结构失衡、环境污染、贪污腐败、生态恶化，集中压缩到我们这 30 多年的时空

中了，这也是一种“时空压缩”。由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面临的这类问题无论从规模还是从程

度上来看，都是世界上最突出的。发达国家可以用 200 多年的时间来解决这些问题，而我们却必须要在短时期内面对和

解决这些发展中所带来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正确看待当前所面临的社会矛盾，并对执政党应对这些社会矛盾充满信

心。执政党提出要在经济发展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顺应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历

史阶段的要求，回应了人民群众追求幸福生活的迫切愿望。
反思本专题的教学过程，笔者所选取的教学重点和难点以及教学素材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学生的兴奋点和关注点，

通过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明白，为他们释疑解惑，使青年学生能够更加理性地看待和理解资本主义改良和社会主义改

革，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充满信心。

理论联系实际把握生态文明建设新内容

吴瑾菁

面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战略任务; 十七届三

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并列为五大建设。“生态文明”主题

的提出与发展，说明科学发展观在理论深化与实践探索中的进一步丰富与发展。科学发展观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的实践

既是对科学发展理念的现实检验，又为科学发展观理论本身提供了进一步丰富与发展宝贵资料。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

是我们党对于几大文明建设整体推进的理性思考和果断抉择，标志着我们党对文明认识达到了新的阶段; 是中国特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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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化; 是科学发展观内涵的丰富与发展，标志着我们党对科学

发展理论新贡献。要深入把握科学发展观新成果———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内容就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在教学实践中，要

让“生态文明建设”专题有好的教学效果、得到同学们的认可与肯定，就一定要紧扣生活专题，理论联系实际，以生动活

泼的形式、丰富的教学内容和多样的教学方式来深化教学。
首先，选用贴近同学们生活的教学内容增强教学吸引力。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高校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

时代任务，其面临的挑战就是“信”与“行”。要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成效，一定要在同学们的行动中得到实现，而要使

教育内容成为行为实践，就一定要解决同学们头脑中的信仰问题。只有有真挚的信仰，才能有坚定的行动。“生态文明

建设”专题同样需要解决同学们的信仰问题，也就是大家头脑中的认识问题，要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不是一个空洞的

口号，更是一个需要大家采取行动的现实课题。于是，在教学中，我采用了大量与同学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生动例证。
2011 年 4 月 20 日，是“地球日”，全国上下正在开展“熄灯一小时”的活动。于是，我就以此为话题作为开场白，提问同学

们是否知道今天为“地球日”，它的来历等等知识性问题。同学们的兴趣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了，课堂气氛也就活跃了。
在谈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时，我用了一个生动的标题———“地球在呻吟”。这个标题一下子就打动了同

学。同时，在谈这一问题时，我注重进行中外问题对比。我对比了中国近海与日本近海的海水颜色。两国海水颜色的不

同不仅展示了两国水体污染现状的不同，也展示了两国在环境治理方面的差距。通过以上例证，同学们感受到了生活中

保护与改善环境的重要性，也深刻地理解了当前我们党和政府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性与紧迫性。
其次，增补紧跟时代变化的教学材料充实教学内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必须与时俱进，紧跟时代脚步，才能取

得切实的教学效果。我承担的这一专题面对的是全球性环境保护运动大背景，可以说，这是一个不断有新变化和新内容

的全球运动。面对当前全球环境日趋恶化的局面，世界各国政府都在以环境运动为筹码，以期获得本国利益的最大化。
于是，每年年终都有重大的国际气候会议的召开，都有新的决议和提案的公布，并经常发生大量的与环境问题相关的敏

感事件。因此，我在教学中十分注意新内容的增补，选用同学们关注的新闻热点，使本专题的教学内容更加丰富、更具有

时代性。在这些要点的选择上，我同样注重与大家日常生活的相关性。比如，当我们提到全球性环境保护运动问题时，

我们应该看到这个国际热点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环境问题，而是各个国家利益的博弈与较量。同学们生活中经常能

听到中国制造的商品遇到国外的贸易壁垒，这些壁垒又往往打着“绿色”的旗号。在课堂上，我运用详实的数据、有说服

力的观点来对这一问题进行剖析，同学们就容易理解环境保护运动的全球化背景及其实质。此外，在谈及环境破坏后果

严重性时，我选用了最新大片《2012》中的镜头与图片，不仅在内容上具有时新性，而且也容易引起同学们的共鸣。
最后，启发同学们思考生活难题的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要落到实效就不能仅仅把它当做是知识性传授的课程，而

是要让同学们在学习中有所思考，使教学内容成为自己所思、所想、所用的东西。“生态文明建设”是我们党和政府提出

的一项重大举措，它不仅是国家的基本战略，更是与同学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大事。在课堂上，我会特别提出经济发展与

环境保护、物质生活满足与生态文明建设、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等一系列矛盾关系，启发同学们的

思维，提高同学们的理论水平。经过这些理论思考之后，同学们发现，其实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离大家并不遥远，而

是在我们身边的生活中存在并需要大家以切实行动去实践的。这样一来，同学们不仅提高了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而且

能够真正地将所学予以所用，政治理论课的实效得到了发挥。比如，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党和政府提出了转变发展方

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加快节能减排力度等一系列措施与政策，可以说，这些措施与政策也是同学们耳熟能

详的。当课堂上提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两难悖论时，同学们是深有同感。因此，引导同学们把自己耳熟能详的国

家政策与战略运用到具体问题的思考与解决中，不仅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总之，研究生是一个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群体，但由于专业不同，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要求也具有层次上的差异。

如何让专题教学得到同学们的喜爱，使思想政治课的教学真正有实效，是摆在我们每一位任课教师面前的难题。通过这

两轮的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我发现以同学们生活中的小事为素材，以紧跟时代变化的材料为内容，以扩展同学们理论

思维为手段，让同学们在生活中学习，并以自己所学更好地生活，不仅是思想理论课教学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课程中生态文明建设内容的重要把握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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