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明网】北京理工大学开辟形势与政策教学新途径

关注国事民生，尽览神 州热点，学习 形
势政策，纵览天下风云。11 月 29 日晚 7 点，
我校第十届学生时事论坛决 赛在中关 村校
区七号楼报告厅拉开帷幕。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驻德 国、奥 地利 首
席参赞王熙敬教授，教育部 新闻中心网 络
处 副处 长杨 晨光 ，中 宣部《时 事 报告》杂 志
社副总编张旭、主编李玮，《时事报告》杂 志
社 大 学生 版北 京 市通 联 站站 长吴 育 志，光
明网教育编辑室记者王焕君 出席并担 任此
次时事论坛决赛的评委。出 席此次决 赛的
嘉宾有：北方工业大学纪委副书记、形势 与
政策课教研室主任王包泉，校团 委书记 隋
骏宇，学生工作处钱昌照；北京邮 电大 学党
委宣传部部长周晔；北京信 息科技大 学党
委宣传部副部长赵爱玲；中 央财经大学 形
势与政策课教研室主任李娟；北 京科 技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团委书记 潘红涛；中国
政法大学学生工作处熊元林； 北京工业 大
学形势与政策教学组张超； 北京理工 大学
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张爱秀，学 生工作 部副
部长许欣。

本届 时事 论 坛 自 9 月 底 开 始 筹备 ，经
层层遴选，共有 13 组选手脱颖而出进入决
赛。他们风格迥异，各显神通，结合近期广
受关注的高考改革、养老制度、中日关系等
社会热点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们才思敏捷，
口齿伶俐，视角独特，剖析深刻，赢得在场
观众和评委的一致好评。

光电 学 院 2011 级本 科 生 李纲以天安
门恐怖袭击事件为切入点，深入分析大 国
之间的利益博弈；外国语学院 2012 级本 科
生曲珊珊就当下热议的高考改革中有 关英
语和语文改革部分深入思考，提出“高考改
革不在于考什么，而在于怎么考”的观点 ；
基础教育 学 院信 息 与 电子二学 部 2013 级
学生陈冬清为大家展示了中 国目前所 面临
的战略危机，并就如何突破 岛链封锁和 大
学生应该怎么做提出建议；化 工与环 境学

院 2013 级硕士生王晓兰由多
起城 管 与 小 贩的 摩 擦 流 血 事
件入手 ，为改善 城 管 现 状 和
规 范 小 贩 经 营 建 言 献 策 ；机
电学院 2011 级本科生王文杰
深入分析了 叙利 亚 问 题 及 相
关国之间的博弈， 并 引 导 大
家理 性看待 时事 ， 努 力 实 现
中国 梦 ；基础教 育 学 院 理 学
与材料学部 2013 级本科生曹
铭 铭 通 过深入剖析网 络 大
“V”的 荒诞 骗局，并 倡导 营 造
文明、真 实的网络环境。

基础教 育 学 院 机 械 与 运
载 学部 2012 级学 生 王 梓 儒向 大 家 展 示 了
近期伤 医 事件中 公众的不满 和 医 生 的 无
奈，并深入思考医疗体制改革的新思路 ；管
理 与经 济 学院 2012 级本 科生 梁 程 智以美
国监听计划为切入点，揭露 了美国将民 主
和人权作为颠覆其他政权的 工具，并强 调
中国的民主人权自由任重而道远；人文与
社会学 院 2013 级本 科 生陈照 青 生 动 形 象
地再 现了“孙 杨无 证 驾驶”的 始末 ，并发出
“一个成 熟 的社会必然 需要一个同 样 成 熟
的 媒体”的 思考；化 工 与 环境 学 院 2013 级
硕士生王士亚通过网络谣言的 泛滥提倡 政
府部门积极辟谣，并建议立 法机关完善 法
律，规范网络管理；基础教育学 院信息与 电
子二学 部 2013 级本 科 生 杜唯 用 幽 默 的语
言讽刺了北京严重的雾霾天 气，并用藏 头
诗表达了自己的期望：“别再雾 霾”；管理 与
经 济学 院 2012 级本 科 生 张雪 妍 关 注养老
地产， 并就如何以服务为核 心开发养老地
产提出合理化建议；光电 学院 2011 级本 科
生张亚初由近期中日冲突出发，深入思考
中日关系未来的发展趋势，并期望中国 正

确处理中日关系，维护祖国领土完整。
在问答环节中，每位 选手就上一位选手的
论述进行延伸提问与深入交流，各位 选手
的独到眼光和理性思考赢得了在场观众的
阵阵掌声。

在中场休息期间，曾多次 参加时事论
坛并获奖的人文学院硕士 生陈楚峰与 大家
共同探讨我国公共假期制度改革的相 关问
题及解决思路，并表达了 对时事论坛 的深
厚情感。

在评委离席 评议期间，在场观众针对
选手的展示内容及观点各抒己见，选 手对
各自的主题做了进一步阐 述。提问者 思考
深入，视角宽广；回 答者 思路 清 晰，观点 明
确，不时赢得在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比赛结束后，评委代表王熙敬、张旭分
别对本届时事论坛进行了 点评。王熙 敬教
授肯定了选手视野开阔、思 维活跃、思考深
入、分析全面的特点，并与 大家分享了 自己
在外交中的经历； 张旭指出 我校“时事 论
坛”对于引导大学生关注 时事起到了广泛
的积极作用，并表示将通过 杂志社的 推广
宣传，扩大“时事论坛”活动的影响力。

最终，陈照 青获得第十 届学生时事 论
坛坛 主称 号 ，梁 程智 、张雪 妍 获二等奖，王
晓兰组、杜唯、张亚初、曹铭铭获三等奖，王
梓儒、陈冬清、王士亚组、王文杰、李纲组和
曲珊珊获优秀奖；陈照青获最佳表现 奖，陈
冬清获最具深度奖，王晓兰获 最佳视角奖。
所有获奖选手被聘为第七 届“形势与 政策
学生宣讲团”讲师。

党委学生工作部将 继续以“时事论 坛”
为平台，开 展对大学生的形势与政策 教育，
通过参赛选手影响并带动广大学生关 注时
事、学习时事、思考时事。

（文／图 学生工作处 刘文红）

以学生时事论坛为载体
创新形势与政策教育

声动北理
“时事论坛是一个大家各抒己见、思想碰撞的地方，得

不得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利用这个机会去锻炼自己剖析
问题的能力，这是大 学生必 备的素质，也是大 学之所以称
之为大学的原因。希望时事论坛越办越好。”北京理工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生、第五届学生时事论坛坛主获
得者陈楚峰如是说。

“严格的说不能叫代表评委点评，因为我们也来不及
讨论。所以要让我把这十三个同学的展示都做一个总结点
评，这 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因为大家讲得都太丰富、太精
彩了。所以讲到最后大家会不会要睡觉，我是越听越有精
神，所以我听了以后很受教 育，每一次都感 到向同学学 习
到很多东西。”中华人民共和国前驻德国、奥地利首席参赞
王熙敬教授在点评时如是说。

“我今天晚上不要谈总结，就谈我的真 情实感，三句
话、六个字。第一，大家的真善美和追求感动了我；第二，宽
广的事业和胸怀给了我力量；第三，给了我压了和动力。最
后我再严厉地批评一下北京理工大学的时事论坛，你们说
的远远 没有做的好。 希望以后 我们发挥宣 传部系统的 优
势，把我们北京理工大 学的时事 论坛再向社会，至少向 同
类学校多宣传、多推广。”中 宣部《时 事报告》杂志社副总编
张旭老师在点评时如是说。

光明网 2013 年 12 月 2 日讯（记者 王焕君）日前，
在提升形势与政策教育实效方面，北京理工大学成功举
行了“第十届学生时事论坛”。据了解，北京理工大学连
续 9 年在全校学生中开展时事论坛活动，以其灵活的教
育形式、显著的教育效果赢得了一致好评。同时，会上中
华人民共和国前任驻德国、奥地利大使馆参赞王熙敬教
授也对时事论坛比赛的举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会上，中宣部《时事报告》杂志社 副总编张旭对学生
的激情与分析能力所感触，并用“真、善、美”三个字来评
价学生。

学生工作处副处长许欣表示，学生时事论坛并不是
一项孤立的工作，学生通过这项工作整合了其他的相关
教育工作，丰富了教材内容、扩大了教师队伍、创新了教
学模式、提升了教师与实施，形成了一个更加完善、更富
吸引力的形势与政策教育体系。

同时，在评 选环 节结束 后，许 欣 宣读 了《关于聘 请
12 位同学担任第七届“形势政策学生宣讲团”讲师的决
定》。据北京理工大学学生工作部相关老师介绍，学校将
每届时事论坛决赛视频 作为低年级学 生中开展形 势与
政策教育的音像教材，并且，聘请这些学生为“北京理工
大学学生形势政策宣讲团”讲师，由党 委学生工作 部统
一培训，开 展形式与政策小讲师试点 工作，既能缓 解形
势与政策课师资紧张的的现状，又能为“两课”课程教学
提供有益的补充。

据悉，此次 时事 论坛以“学形 势 与政 策 ，论天 下 风
云”为宗旨，评论主题涉及政治、军事、经济以及社会生
活等方方面面。本次论坛中 12 位选手以其独特的视角、
翔实的资料、精彩的演讲，引发听众对 参赛论坛发起深
思，既在学生中普及了时事知识，又带 动了广大学 生开
展对相关背景事件、各方观点的思考与讨论。

近年来，为深入贯彻中央 16 号文件精神和教
育部相关要求，不断提升形势与 政策教育实效，北
京理工大学连续九年在全校学生中开展时事论坛
活动，以其灵 活的教育 形式、丰富的教育 内容、显
著的教育效果赢得了一致好评，为新形势下开展
思想政治教育开辟了新的途径，为新时期思想政
治理论课程改革积累了经验。

一、创建学生时事论坛平台，开辟形势与政策
教育新途径

学生时事论坛活动由北京理工大学理学院率
先开展并取得了良好效果，党委学生工作部及时
总结基层成功经验，优化 选拨程序和激励方案，在
全校范围内推广学生时事论坛活动，以比赛的形
势鼓励学生负责任地思考时事热点问题、发表观
点，分享学习心得和体会，并通过参赛选手带动更
多学生自觉关注时事、学习时 事、思考时事。

1、创新形势与政策教育平台
学 生时事论坛改变以往“老师讲，学 生 听”的

传统形式，让学生走上讲坛，以学生的视角和感受
讲述他们眼中的时政热点，并带动台下同学一起
思考，产生思想共鸣。参加论坛的选手以小组或个
人为单位，从近期国内外热点问题或社会关注现
象中挑选一个话题，讨论交流并收集整理相关资
料，配合 PPT 或 Flash 等多媒体，以评论的形式将
自己的观点、见解与 大家分享。在初赛阶段，学院

组织各方面老师在选题、分析、评论方面对选手予
以指导；复赛阶段，学校通过组织评委对评论内容
和方式方法进行点评，以达到改进提升的效果；决
赛阶段，学院邀请校、院两级领导和外界专家担任
评委，为每位选手的思想观点、语言表达逐一进行
点评，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扩大受益同学范围。

2、精选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题
时事论坛以“学形势政策，论天 下风 云”为宗

旨，评论 主题涉及 政治、军事、经 济以及社会生 活
等方方面面。近几年的决赛论题中既涵盖了钓鱼
岛事件、俄格冲突、中 美汇率之争等影响国际形势
的重大事件，也包括 食品安全、重庆 打黑、医疗改
革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还涉及了就业形
势、国 家公务 员考试、“80 后”群体 面貌等大 学 生
普遍关心的热点话题。选手们以其独特的视角、翔
实的资料、精彩 的讲演，引发听众对参赛论题的深
思，既在学生中普及了时事知识，又带动了广大学
生开展对相关背景事件、各方观点的思考与讨论。

3、提升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实效
学生时事论坛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九届，特别

是自 2007 年在全校范围内推广以来，对我校学生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每届论坛举办期间都会掀起
一股全校学生关心时事、研究时事、评论时事的热
潮。学生时事论坛既是对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
的一次大胆创新，又保持了形势与政策教育的经

常性、连续性；既激发和培养了大学生对形势与政
策教育的兴趣，又增强了大学生对国内外形势的
了解、分析和认识；既有助于大学生用独特的视角
去观察世界、用睿智的头脑去分析世界、用真诚的
心灵去感受世界、用潜心的研究与大家分享世界，
又有助于大学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出
现的新问题，了解国际格局中的最新发展变化，从
而培养自己的国际化视野；既锻炼培养了大学生
制作多媒体课件和语言表达的能力，又增强了大
学生为国家富强、民族兴旺而努力学习的使命感
和责任感。

二、工作成效与经验
事实证明，通过开展时事论坛能够实现“四个

有助于”：有助于激发学生学 习形势政 策知 识的
“主动性”，有助于发挥学生思考形势政策事件的
“能动性”，有助于提高形势政策教育的“生动性”，
有助于对其他相关工作起到“推动性”作用。

1、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形势政策知识的主动
性

学生踊跃报名参赛的情况表明，在青年学生
中有着学习和了解形势政策的强烈需求，更有着
表达自己观点、分享自己学习成果的强烈愿望。学
生时事论坛的开展，就是要促使学生在学习形势
政策知识的 过程中变“被动”为“主动”，吸引他们
主动学习、主动 思考、主动分享，给 对时事有 强烈

兴趣的同学提供了展示自己的舞台，同时更营造
出了一种浓厚的学习形势政策知识的氛围，激发
更多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2、有助于发挥学生思考形势政策事件的能动
性

时事论坛不同于演讲比赛，表达上的优势并
不能保证选手取得好成绩，决定选手成绩好坏最
主要的因素 是学生是否 能对时事问 题有正确的、
富有主见的思考，能否形成自己的观点，并能够合
理的表述自己的观点。这就需要选手在收集大量
资料的基础上，不断 地分析、综合、提炼自己的观
点，在此过程中极大地丰富了选手的知识面，锻炼
了选手的思辩能力。

3、有助于提高形势政策教育的生动性
学生的观点并不会同专家学者、政府官员想

的一样的“广”、一样的“深”，但是他们的观点却有
着很强的“生 动性”和“通俗性”，这样就使得他们
的观点更容易得到学生的认可，更容易产生较好
的教育效果。新世纪的一代大学生，有着自己独特
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同龄群体之间相互教育
的效果远胜于老师的灌输和说教。他们通过生动
的图片、视频和 PPT 直观地表达自己的学习成果，
既让人感到耳目一新，又便于学习、记忆和理解。

4、有助于推动思政教育教学相关工作
学生时事论坛并不是一项孤立的工作，学校

通过这项工作整合了其他的相关教育工作，丰富
了教材内容、扩大 了教师队伍 、创新了教学 模式、
提升了教育实效，形成了一个更加完善、更富吸引
力的形势政策教育体系。学校对每届时事论坛决
赛进行全程录像，将决赛视频作为在低年级学生
中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音像教材。 参加决赛的
选手还被聘请为“北京理工大学形势与政策学生
宣讲团”讲师，由党委 学生工作 部统一培训，开展
形势与政策小讲师试点工作，既能缓解形势与政
策课师资紧张 的现状，也能为“两 课”课程教学提
供有益的补充。“学生讲时事”比老师更贴近学生，
更容易在阐述 、分享与讨论 中形成“教学相 长”的
良性状态，提供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全新模式。这
一活动 的推广也有益于培养学 生关注时事 政治、
准确理 解和把握党 的方针政策 的能力和习惯，从
根本上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

学生时事论坛活动为学生搭建了一个抒发见
解、相互交流的良好平台，浓郁了校园文化 氛围，
提升了校园文化品位，激发了学生关注时事的热
情，加强了大学生对形势政策的学习理解，增强了
大学生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中带有全局性和战略
性的热 点问题以及 重大的国际 关系问题的 把握，
激发了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有效提升
了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效果，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

（学生工作处）

“时事论坛”
十周年纪念特刊

学 习 时 事 政 策 纵 览 天 下 风 云
———我校第十届学生时事论坛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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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 大家对 10 月 28 日 发 生在 天安
门的恐怖袭击事件记忆犹新，可是事件发
生后，在地球 的另一端 ，却出 现了在 我们
看来极其不合时 宜的声音。 CNN 在报道
中 称 恐 怖 分 子 为 “值 得 同 情 的 对 象 ”。
BBC 则采访海外疆独组织，试图将 事件与
所谓的“中国民族宗教问题”挂钩。而这些
语调无不让 人想 起曾经 在新 疆和 西藏发
生恐怖事件时，西方很多媒体的言论如出
一辙。说到恐怖袭击，我们不如换个角度
看下。今年 4 月 15 日美国波士顿的马拉
松赛场上发生爆炸，上百人伤亡。西方国
家对此均予以强烈谴责，美国国会大厦甚
至为此降半旗致哀。纵观近年发生在西方
的 911 恐 怖袭 击 事 件 ，2010 年 纽 约 汽 车
炸弹事件，今年 5 月法国士兵遇袭事件，
2011 年挪威奥斯陆的于特岛 惨案，我们
可以发现，每 当袭击发 生在 中国，西方媒
体往往对中 国的 处理 方法及 民族 政策表
示质疑。而发生在西方时，西方人第一时
间便对此类 事件进行 谴责，对此 ，我们不
禁要问，为什么西方要如此针对中国，在
同一个问题上持有双重标准。

其实放眼全世界，我们会发现中国的
遭遇并不“孤单”，俄罗斯有着相同的情
况。俄罗斯几乎每年都要遭遇数起恐怖袭
击事 件。 例 如 2002 年的 莫 斯 科 歌 剧院
人质 事 件，2011 年 的 莫斯 科 机 场 爆 炸事
件。这些恐怖袭击事件多源于车臣。1991
年试图独立的车臣共和国最终独立失败，
虽说没有脱离俄罗斯管辖，但是由车臣所
引发的恐怖袭击事件在俄罗斯层出不穷。
相似的是，每 当此类事 件发 生时，美 欧等
西方媒体关注的重点不是伤亡人数，而是
认为俄罗斯 糟糕 的地 方政策 导致 车臣人
迫不得已、落 草为寇，其 背后 的怀 疑态度
与对中国的行为可谓是大同小异。

从这我们便可看出，西方的双重标准
并不只是针 对中 国，而 是有 特定的 “规
矩”。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的价值观、
意识形态等都与西方存在着巨大差异。俄
罗斯虽然也属于西方，但 在国际问题上历
来与美欧格格不入，其与北约的矛盾近年
也是逐渐加深。从过去一年来俄罗斯与美
欧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相对立场便可知晓。
中国和俄罗 斯都 是在 世界上 有着 广泛影
响力的大国，西方想要用自己的价值观或
武力将其压制显然不易达成，那么便从别

的层面去找软肋。很多国家虽然理
念也与美欧有很大差异，但是国家
总 体实力与美 欧并不在 一档次 上，
要压制竞争对手自然是要把能与自
己抗衡的先给搞垮。因此，中国和俄
罗斯便很自然地成为了西方媒体口
诛笔伐的对象。回顾往年国际时事，
西方社会对中俄的批评又何止停留
在恐怖袭击这一方面上。贸易壁垒、

“中国威胁论”、环境污染、人权状
况，对中国的指责层出不穷。至于俄
罗斯，则指责其部署导弹、对原独联
体国家施加压力以及其在北冰洋的
活动。这些无不说明了西方社会中
很多人的态度。不管是美欧阻挠他
国与中国的军火贸易以维持自己的

市场份 额还是 限制 俄罗斯 的活 动以增 加
自己开发北极的权利都表明了这点。在这
里我想提到斯诺登。斯诺登揭露了美国的

“棱 镜”、“黑袋”等 一系列 监控 项目，人 们
发现美国的监控对象不仅包括着中国、俄
罗斯，英国、法 国、德 国、土耳 其以 及联 合
国官员也都受到了美国政府的监控。以至
于德国 总理默 克尔 愤怒地 连夜 打电话 质
问奥巴马监控事件。美国作为西方价值观
的代表，为了自己的利益连盟国都没有放
过，更 不要说对自己视为对手的国家会采
用什么方法了。

此外，我们经常能看到各国之间的纠
纷，无论是英国、阿根廷的马岛之争，还是
日本与邻国的岛屿争端，无论是俄罗斯对
北约东扩 的不满，还 是西 方对 伊朗、朝 鲜
的制裁，在这些事件中国家利益是大于一
切的。 纵使在 国际 法上没 有一 点立足 之
地，纵 使因此 会受到 道义 上的 批评，但 是
与所能获得的利益相比，这些考量不过是
微不足道。从前段时间美国政府的“停摆”
便可见一斑。共和、民主两党因为对医疗
法案的分歧争执不下，宁愿让政府关门，
宁愿让几百万员工停薪休假，宁愿让自己
的国家面临债务违约的风险也绝不妥协。
对此，有媒体 人士评 论道 ，对于 两党的 议
员来说，“党争 高于一切”。对待自己的国
家都尚且如此不顾大局，那么对待他国就
更不用考虑什么道义与事实了。

综上所述，中国因为国力以及价值观
等因素受到西方双重标准的对待，皆是西
方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找借口批评、
排挤或制裁中国，以使中国处于国际上与
道义上 的不利 之处， 从而 使他 们占得 上
风，以 便获得相关利益。这便 是西方背后
的原因及意图。

我们既然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自然
要想办法予以解决。

一、俗 话说 良药苦 口，虽 说西 方一 些
媒体并非出自好心，但我们却可以将其视
为“良药”，一 些报道 确实 不实，但 也不 全
是胡说八 道。中国 在教 育、人 权、知识 产
权、军事透明度等方面确实存在问题。好
比当年西方称我们是“东亚病夫”时，我们
愤怒却无言以对，因为当时我们的体育水
平确实比不上西方，而如今当中国的健儿
们在体育 场上斩金 夺银 时，诸如“东 亚病
夫”的声音便自觉消失于耳边。很多方面

只有当我们自己做得足够出色时，他人也
就找不到任何借口来指责我们。 因此，对
于他们的指责，我们既要指出不实之处，
也 要将其 有理 的地方 当 作对 我 们的 鞭策
与 警醒，居安思 危，我 认为 这是 一个 国家
想要长盛不衰需要时刻谨记的。

二 、天安 门 恐怖 袭击 事 件后 ，网 友们
是一致在批评 CNN 和 BBC 的报道。但同
时我们也应注意到一些理性的声音。英国
阿伯丁大学一名学者在网上发表文章，直
言这就是恐怖袭击，驳斥了 CNN 的报道。
也可联想到，在美国政府官员指责斯诺登
是叛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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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 段 时间 在 网上 看到 一 组很 有
意思的 图片， 今天 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