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广州市教育局制

定印发了《广州市教育局关

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作业设

计与实施的工作指引》。

指引要求，要整体把控作

业难度。精准的学情分析是

整体把控作业难度的重要手

段，教师要以中等水平学生

为对象，确定作业完成所需

要的相对合适时间。教师也

可通过自己试做的方式，进

一步研判作业的合适时间。

指引要求教师根据作业

的功能和目标定位，结合具

体的作业内容、操作方式、要

求等，灵活选择作业类型。

既有巩固基本知识与技能的

基础性作业，也有注重强调

能力发展和素养提升的探究

性、实践性、综合性作业。坚

决克服机械、无效作业，杜绝

重复性、惩罚性作业，积极探

索基于真实情境和生活实践

的问题解决类作业。

书面作业要根据学生兴

趣特征、学习能力的差异进

行分层、弹性、个性化设计。

一个教学要点对应的书面作

业，要分层进阶，即设计成基

础题、提升题、拓展题。基础

题要求所有学生完成，提升

题和拓展题由教师给出不同

水平层次的评价要求和挑战

奖励机制，学生根据自身实

际情况选择完成。

（据《广州日报》）

广州：书面作业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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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初中取消统一早读

■视窗 View

记者近日从杭州市教育

局获悉，为进一步规范初中

学校作息时间和课后服务，

杭州初中学校全面取消统一

早读，上课时间一般不早于

8:00。杭州市教育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除周一晨会外，各初中

学校不得要求学生提前到校

参加统一的教育教学活动。

杭州市教育局要求各校

合理安排学生活动和休息时

间：在保证正常的体育课、大

课间、课外活动课基础上，为

学生提供更多的自主活动时

间和空间。学校应积极创造

条件，保障学生必要的午休

时间。

杭州市教育局还要求科

学安排晚自习内容：晚自习

以学生自主学习、完成作业

为主。学校可根据实际情

况，适当开展个别辅导、自学

指导、学业答疑等。严禁利

用晚自习集体授课，避免晚

自习变成“补课班”。

（据新华社杭州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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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辈子做好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复旦大学教授陈学明研究马克思主义四十余年 将其内化为自己的底蕴和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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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新书目》8月荐书单上，社科类推荐
书籍共10本，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
学院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
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陈学明的著作《马克思主
义与我》上榜。值得一提的是，陈学明已经致
力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四十多年，成果丰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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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记者 臧莺
通讯员 胡慧中

撰写专著撰写专著帮助学生更好帮助学生更好
地适应社会地适应社会

“我研究马克思主义一辈

子了，这本书是我的心血。”陈

学明摩挲着《马克思主义与我》

一书的封面，动情地说。据了

解，《马克思主义与我》一书围

绕如何将马克思主义转化为内

在竞争力展开论述。全书共分

四个章节，从马克思主义给予

我们崇高的理想信念、正确的

价值评判标准、科学系统的处

世处事方法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四个方面，阐述了发扬马克思

主义的重要意义，启迪读者将

四方面内化为个人的素质、个

人的底气与个人的竞争力。

在复旦大学任教多年培养

学生的经历对陈学明撰写这本

专著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陈学明发现，在同一所大学接

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在迈入社

会、走上工作岗位后，有的展翅

高飞，捷报频传；有的却成就不

大，内外交困。他认为这与学

生内在的素质以及由这种素质

所支撑的核心竞争能力息息相

关。核心竞争力来源于“素质”

和“底气”，而素质和底气自

“我”而来。陈学明意识到，学

生的核心竞争力、学生的“素

质”与“底气”首先形成于大学

阶段，而在大学学习时能否把

马克思主义加以“内化”是关

键。

《马克思主义与我》创作有

三个不易之处，陈学明一一巧

妙破解：一是如何将马克思主

义理论讲得透彻。他在每个章

节先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提纲挈领，再进行具体论证分

析，从小角度、小切口出发，使

马克思主义理论力透纸背；二

是如何改变运用严谨的学术语

言进行创作的习惯。该书的语

言表达力求通俗化，平易近人；

三是如何以对话的方式书写，

深入学生的内心。陈学明创作

时设想与学生面对面交谈，让

学生产生对个人命运的关切

感。“这本书可作为进入大学的

启蒙教材，指导学生自觉地将

马克思主义内化为个人的核心

竞争力。”陈学明介绍。

笔耕不辍笔耕不辍在研究的道路在研究的道路
上奋勇前行上奋勇前行

1947年，陈学明出生于上

海市崇明岛，初中三年级政治

课学的是毛泽东的《中国革命

与中国共产党》一书，这让他对

“为什么只有马克思主义、社会

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为什么

必须要由共产党领导”等问题

产生了深刻印象。他说，正是

这本书让他形成了基本的政治

立场和理论观点。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

初，陈学明开始从事西方马克

思主义研究，是国内最早一批

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

他长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当代

意义，在多部论著中着重阐发

了马克思主义对国家、民族、人

类、时代的重大意义。近年来，

陈学明又将研究视角转向马克

思主义当代意义的微观研究，

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与我》一

书的思考与酝酿。“研究马克思

主义必须相信马克思主义。”对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陈学明研

究马克思主义的基石。

“人生苦短，一辈子就干一

件事情，要干这件事就要干得

有意义！”陈学明觉得研究马克

思主义便是他人生的最大意

义，早已融入了他的生命。他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笔

耕不辍，发表论文四百多篇，出

版著作四十多部，已完成和正

在研究的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二十多项。

薪火相传薪火相传 做坚定的马克做坚定的马克
思主义信仰者思主义信仰者

尽管陈学明在复旦为本科

生、硕士生、博士生授课已是旧

事，自退休后，博士他也已停招

了四年，但陈学明始终认为上

课是一种享受。他说，教师不

是“批发商”，要将教学与科研

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研

究的薪火相传。

陈学明对学生的要求非常

严格，招收博士的首要条件便

是立场一致，如果不相信马克

思主义，就不能真正地研究马

克思主义。他还用自己研究马

克思主义的信条勉励学生：要

有强烈的责任感，必须直面现

实问题，必须扩展自己的视野。

面向不同群体，在不同场

合开展讲座也是陈学明教书育

人的重要形式，如春风化雨一

般，让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种子

在聆听者的心中萌芽。复旦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彭召昌研究

员就读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

期间，听了陈学明关于西方马

克思主义的讲座，由此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后赴美攻读硕博，

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渐入佳

境。学有所成后，他放弃美国

大学高薪待遇，回到复旦马院

任教。他对许多人说：“回到复

旦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教

学，是当年旁听陈老师的课程

起了作用——就是为了追随陈

老师等复旦一批坚定的马克思

主义研究者。”

新书出版后，陈学明对未

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又进

行了全面规划。陈学明说：“我

总感到不把我脑海里面想的东

西写出来给别人看，我就对不

起自己，对不起这个时代。”以

马克思主义研究贡献社会，成

为陈学明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

感。这种责任感、使命感，赋予

他生活的动力和生命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