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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开展急救知识科普体验活动。 学校供图

本报讯（记者 宋 迪）
北京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

综合管理模式建设工作推进

会日前召开。北京市委教育

工委要求，各高校要推动“一

站式”学生社区应建尽建、全

面覆盖。

当天，5 所高校围绕“一

站式”学生社区试点建设工

作举措和经验成效进行了交

流发言。北京大学整合育人

力量下沉学生身边，全体校

领导班子成员以及 217 名机

关干部担任第二班主任，36

名楼长与 300 余人次的驻楼

辅导员队伍合力协同，多支

队伍筑牢社区力量；清华大

学教工党员深度参与学生社

区入党积极分子培养工作，

166 名书院导师和 144 名校

机关教师担任学生社区入党

积极分子联系人，共同参与

党员发展工作；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试点思政教师进社

区，建立思政教师工作坊，思

政课教师每周入驻学生社

区，开展 office hour、思政研

讨课、读书沙龙等活动，点对

点为学生解答思想困惑；北

京工业大学推动思政教育向

学生社区阵地纵深发展，将

“学生党员‘三力教育’工程”

“十百基层”先锋计划等各类

主题教育下沉至学生社区，

推动党史教育等在学生社区

落细落小；北京城市学院书

记 校 长 带 头 践 行“ 一 线 规

则”，担任学生社区“片长”，所

有校领导均按照网格化管理

要求每月深入社区，通过学

生提案、校长谈心等方式，指

导学生工作，为学生办实事。

市教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各高校要坚持因地制宜

和以生为本，加强社区党组

织建设，强化基层党组织示

范引领，着力构建“纵到底、

横到边、全覆盖”的社区党建

工作格局，不断完善学生社

区党组织育人体系。各校还

要 在 社 区 内 讲 好“ 大 思 政

课”，扩展心理健康育人渠

道，积极推动学生社区二级

心理辅导站建设，整合社区

实践锻炼平台，提升实践育

人实效，不断推进校院领导

和党政干部、辅导员和班主

任队伍、学业专业导师等力

量深入下沉、走进入驻学生

社区，形成育人合力。

首都高校组织师生同上一堂

国家安全教育课，通过中国大学

生在线网站学习国家安全教育教

学视频。其中，清华大学面向党

支部宣传委员和师生代表 700 余

人开展《中国社会安全与国家安

全风险治理》主题讲座，重点宣讲

“构建新安全格局”“推进国家安

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等内容。

北京语言大学依托通识课开展国

家安全教育专题通识课教学，结

合我国国家安全历史、中国近现

代史等内容，回顾我国国家安全

发展历程，使学生深入了解总体

国家安全观。

部分高校还结合学校特点和

学科特色，开展独特的宣传教育

活动。例如，北京大学法学院举

办“未名画卷迎春展，博雅新燕叙

法缘”法律文化节，通过趣味法律

知识问答科普等环节，推动法律

知识的普及和法律文化在校内外

的传播；北京农学院师生自编自

导自演国家安全主题情景剧，帮

助师生增强粮食安全意识，深化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

牢端在自己手中”的理念；北京服

装学院组织学生创作国家安全主

题美术作品，并甄选优秀作品在

校内展出，发挥学校艺术专业优

势，引导师生人人参与，共同维护

国家安全。

高校“一站式”
学生社区
应建尽建

首都高校特色活动共筑国家安全观

在如今“全民反诈”的形式

下，各校通过新媒体、网站和培训

讲座、社团活动等方式开展线上

线下反诈宣传活动，提升师生识

骗防骗能力。其中，北京外国语

大学、北京工业大学、首都医科大

学邀请民警到校开展电信网络诈

骗培训专题讲座，结合高校易发

高发案例，提高师生防范意识。

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谢欣儒表示：

“学校举办的各类活动让我们对

总体国家安全观有了更深入的认

识和更深刻的了解。青年学子是

国家的希望和重要力量，更有责

任和义务维护国家安全。”

除“反诈”主题教育活动外，

北京工业大学还特别邀请市检察

院负责同志入校开展“当代恐怖

主义犯罪发展与法律防范治理趋

势”主题讲座。同时，北方工业大

学、北京联合大学等高校也开展

了反恐应急处置演练。各高校通

过组织发放反恐宣传品、开展反

恐培训活动、举办反恐知识竞赛

等多种形式，加大恐怖袭击事件

的预防、处置及自救互救基本技

能的普及力度；组织高校师生参

加在“北京反恐”微信公众号上开

展的在线答题活动，提升师生反

恐意识。

“反诈”“反恐”进校园

（本报记者 宋 迪）

市委教育工委组织开展了

“2023 年首都高校国家安全及校

园安全宣传教育知识竞赛”。部

分首都高校也采用知识竞赛的方

式，以赛促学、以赛检训。比如，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举办的“反诈

脱口秀比赛”，寓教于乐，将预防

反诈思维融入到文化活动中。北

京理工大学、华北电力大学、首都

体育学院等高校也开展了在线知

识竞答活动，拓展师生获得安全

知识的渠道。

除各种竞赛活动外，全市高

校充分利用线上、线下资源开展

多种形式主题教育，引导师生掌

握有关知识和技能。北京交通大

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政法大学

等高校通过校园网站、微信公众

号、海报展板等形式发布国家安

全主题教育特辑和国家安全教育

主题推文，帮助师生随时随地学

习相关知识。为让师生更深入地

了解国家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

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中国矿业大

学（北京）举办了“国家安全 有你

有我”首届 4.15 校园安全嘉年华

活动，开展模拟灭火器训练、国家

安全知识三人赛、交互体验式禁

毒教育、醉酒模拟驾驶、三招制敌

防身术训练等安全互动体验学习

项目；首都师范大学举办安全趣

味运动会，设置脱消防服、外伤包

扎、视障行走、明辨标识、灭火器

接力、安全逃生屋等项目，调动起

学生学习国家安全教育知识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

竞赛活动玩儿中学

同上一堂安全课

线上+线下 理论+实践

在京高校 655 门课程

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本报讯（记者 胡梦蝶） 近

日，教育部公示了第二批国家级

一流本科课程认定结果，拟认定

5751门课程为国家级一流本科课

程，在京高校有655门课程上榜。

第二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包括线上课程 1095 门，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课程 472 门，线上线下

混合式课程 1801 门，线下课程

2076门，社会实践课程307门。

在京高校有 204 门线上一流

课程，296门线下一流课程，86门

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52 门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17

门社会实践一流课程上榜。

其中，线上一流课程包括北京

大学开设的投资银行学课程、运动

健身原理与方法课程、中国当代文

学课程、地球与人类文明课程、《孟

子》精读课程等，主要开课平台为

学 堂 在 线 、爱 课 程（中 国 大 学

MOOC）；中国人民大学开设的新

闻摄影课程、知识产权法课程，主

要开课平台为融优学堂等。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

包括北京大学开设的基于 XR 技

术的多元环境下心血管急救虚拟

仿真实验课程，清华大学开设的

石油炼化典型工业过程预测控制

虚拟仿真实验课程等。

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包

括北京交通大学开设的运输经济

学课程、交通管理与控制课程和

北京理工大学开设的装甲车辆设

计课程等。

线下一流课程包括北京工业

大学开设的材料综合实验课程、水

质工程学课程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开设的基础物理实验课程、光电子

技术课程、振动力学基础课程等。

社会实践一流课程包括中国

农业大学开设的乡村振兴与国际

发展社会实践课程和北京协和医

学院开设的全科医学-社区早接

触课程等。

据了解，2020 年教育部推出

了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旨

在“淘汰水课”“打造金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