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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案背景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和长三角地区合作

交流的龙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上海时指出，上海在

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做好上海工

作要有大局意识、全局观念，在服务全国中发展上海。

他对上海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工作要求，并希望上海要坚

定改革开放再出发信心和决心，加快提升城市能级和核



心竞争力。

2021年6月，《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厚植城市精神彰显

城市品格全面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的意见》发布，文件

揭示了上海城市精神和品格的内涵，对提升软实力作出

一系列重要论述，为上海加快打造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相匹配的城市软实力指明了

前进方向。文件明确了要进一步深刻认识弘扬城市精神

品格、提升城市软实力的重大意义，指出全面提升城市

软实力总体要求，要着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

牢城市软实力的精神内核，提升文化建设品位，塑造城

市软实力的神韵魅力，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焕发城市软

实力的发展活力等重大意见。

弘扬“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

的城市精神和“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着力

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成为当务之急，任重而

道远。

二、正文内容

（一）案由：

关于弘扬城市精神品格、提升城市软实力系列课

程开发的建议

（二）案据：

1．上海城市精神和上海城市品格的确立对于提升上

海城市精神与文化软实力课程建设提出了迫切的需要



“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

城市精神和“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为“提升

上海城市精神与品格课程建设”指明了方向。红色文化、

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资源为“提升上海城市精神与文化

品格课程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内容供给。提升上海城市

精神与品格课程建设将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上海这座城市

的凝聚力、吸引力、创造力、竞争力、影响力。

在新时代提升上海城市精神与品格课程建设将有利

于进一步加深人民群众的归属感和自豪感，增强“开放、

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以及“海纳百川、追求卓越、

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保存上海这座城市

特定的文化记忆，为城市文化精神的创新与品格的塑造

奠定基础。

2.高校要通过推动上海城市精神与品格课程建设为

上海城市精神和上海城市品格的弘扬提供智力支持

高校肩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

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职能。在弘扬上海城市

精神和上海城市品格方面，高校责无旁贷。多年来，上

海师范大学积极铸就上海市“都市文化”学术品牌，有

一大批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学者致力于都市文化研究的探

索，并形成了显著的学术成果，为上海市文化软实力贡

献智慧和力量，成为沪上一带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宝藏。

上师大学子也以“红色研学”系列实践活动为提升上海



城市精神与品格奉献智慧和力量。这些都为进一步打造

提升上海城市精神与文化软实力精品课程提供了良好的

智力基础。

（三）方案：

1、课程模块

（1）聚焦红色文化：红色历史可阅读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初心之地。以上海

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领衔的团队不断考察上海红色或隐

落在边缘而未发现的建筑，倡导用好红色遗址资源，保

护好红色遗址，为我们揭示上海这座城市的红色基因和

生命密码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上海红色遗址和建筑

是上海文化领域最具有社会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的部分，

近代以来的海派建筑承载着大量的历史与文化，如上海

石库门、新式里弄、外滩等。本课程建设将着眼于以海

派建筑为客体对象，揭示红色基因，对赵一曼、朱枫等

烈士在上海的战斗空间进行深入调查，让受众者在上海

历史的学习中触摸上海红色文脉，以上海建筑为载体，

挖掘上海红色文学史，有利于同学重温党的记忆，探寻

历史在上海身上刻下的特质，有利于深化上海“开明睿

智”的文化精神，为上海守初心担使命，提供强大的精

神动力。

（2）推行海派文化：城市品格可感知

“海派文化”是在中国江南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9F%E5%8D%97/73


合开埠后传入的对上海影响深远的欧美近现代工业文明

而逐步形成的上海特有的文化现象，具有开放而又自成

一体的独特风格。改革开放以来，海派文化早已内化为

城市精神和城市品格的重要体现。课程建设应聚焦于新

时代上海文化创新性发展新使命、新目标和新要求，聚

焦于海派文化的历史、内涵和具有时代价值的文学作品，

探讨上海人的思维方式、审美意识、价值观念，推动海

派文化模块课程的学习，有利于加深受众者的归属感和

自豪感，有利于提高同学在新时代下的对中西文化形态

的吸纳、聚集、融合、创新的能力，提升“开放、创新、

包容”的城市品格，“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的城市精

神，从而助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全面建成。

（3）传承江南文化：长三角融通可参与

江南文化是长三角地区的共有基因、精神纽带，也

是上海着力打造的三大文化品牌之一。上海师范大学有

唐力行教授领衔的一批学者致力于江南文化的开掘和传

承，学者专著的出版夯实了江南文化的文献基础，为推

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作出了贡献。江南文化模块

课程建设应着眼于江南文化的传承，揭示江南文化内在

演变规律，将江南文化置于文学、历史学、艺术学、社

会学、建筑学、城市学、传播学视野下作多维度阐释，

加深受众者对于江南文化的理解。江南文化中开放包容、

敢为人先；崇文重教、精益求精；尚德务实、义利并举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7%A5%E4%B8%9A%E6%96%87%E6%98%8E/675216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7%A5%E4%B8%9A%E6%96%87%E6%98%8E/6752164


的内涵价值有利于推动“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

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彰显在江南文化氤氲下的

上海城市的文化特色，引领好城市的未来发展。

2、具体实施

（1）打造“行走上海”系列实践课程

【第一眼“看”上海】

“看上海之最”带领课程受众者观“看”上海最高

的双子塔”、上海建筑面积最大的天文馆、上海最高的

大楼“上海中心大厦”等，进一步感受上海作为“具有

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上海样

本”，可“看”上海最历史悠久的古镇建筑、园林，如：

上海朱家角镇、嘉定“秋霞圃”、南翔“古猗园”、黄

浦“豫园”、松江“醉白池”，感受上海江南文化文脉，

体悟上海“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

的城市精神和“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做到

第一眼留恋。

“听”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海之春”是中国

历史最悠久的音乐节,是上海音乐文化的标志，“听”其

中沪剧、评弹、滑稽戏、沉浸式戏剧，走进上海“内核”

文化，听“上海之春”讲好“上海故事”“中国故事”。

“读”上海历史，参观四行倉库、小刀会、商务印

书馆、机器制造局、轮船招商局等，聚焦上海近代历史

发展，领略上海的旧事儿以及上海城市精神与品格得以



形成的历史脉络。

“行”上海弄堂，可在行走中观看上海弄堂，感受

上海的弄堂文化，引导课程受众者通过老建筑、街道的

性格触摸城市的精神、通过文化的感知诠释出城市的魅

力，提高同学对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资源的感知力，为

进一步提升城市文化与品格奠定基础。

【寻初心之地】

本课程可围绕上海师范大学红色大寻访活动中已经

成熟的十条路线展开：建党的旅途”“共青团的足迹”

“荣耀的召唤”“思想的光辉”“隐蔽的路线”“永恒

的凝望”“文学的繁荣”“创刊的历程”“奋进的歌声”

“工人的力量”，寻初心之地，持续推进上海红色文化

“沉浸式”学习，从而推动上海“红色文化”的建设。

【遇见“老克勒”】课程可以采访各行各业“老克

勒”形成系列访谈，探索老上海人或外国“老克勒”眼

中的上海，以及上海在改革开放、浦东开发开发、世博

会和进博会后的流变，进一步感受“上海海派文化活化

石”在西方文明与旧上海传统中式文化结合的海派文化

结构以及其在新时代下产生的情感体验。课程也可采用

与“老克勒轧马路”系列海派文化寻访路线，如“老洋

房巡游”、曾经的“华尔街”、“丁香花园的传说”、

“邂逅张爱玲”等五条线路，感受海派文化润物细无声

的浸润。



【“上海这座城”——微课程】将以上寻访感悟与专

业教学资源结合，从该课程中挑选出优秀的大学生志愿

者组建成讲师团，聚焦于上海红色文化历史和城市发展

的故事，通过暑期爱心学校、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以微课程的形式把上海城市发展的故事讲给全国各地的

小朋友们听。

【品上海“味道”】

开展“知行上海”社会实践活动，重点聚焦长三角

地区一体化发展、围绕“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浦

东开发开放”、“五个新城建设”、“在线新经济建设”、

“人民城市建设”、“乡村振兴”等主题开展相关社会

服务和社会调查。通过实践行动品读上海城市精神与品

格的“味道”。

（2）推动高校建立关于“弘扬上海城市精神品格与

文化软实力”课程资源库

【教材编写】细化课程教学大纲，针对不同学科如

文学、历史学、艺术学、社会学、建筑学、城市学、传

播学等，由高校资深的宣讲团、讲师团、志愿者根据相

关教授经验以及经典论著、期刊、论文集、作品、图册、

课件、案例等进行教材编写，从而形成高校“提升上海

城市精神与品格”专业化教材资源库。

【有声读物】将高校自主开发的聚焦于本课程三大



模块的话剧、微电影，微小说，微话剧、音乐剧、沪剧、

滑稽戏、文学作品等编入“有声书”行列，将上海的“音

容笑貌”展现在人们眼前。

【上海文化影视资源库】将已有的体现上海城市精

神与品格的以电影、话剧、舞剧、音乐剧为形式的作品

编入课程库，作为影视资源库。

（3）推动高校建立“上海城市精神与文化软实力”

系列文化课程人才“蓄水池”。

【组建宣讲团】课程宣讲团可由相关学术背景的专

家学者组建，立足于高校课堂针对“上海城市精神与文

化软实力课程拟定模块”开展宣讲，可采取讲座、情景

剧、朗诵、舞蹈等多种形式进行。

【成立大学生讲师团队】课程讲师团队可由高校硕

博生担任，讲授“沪语歌谣”“上海红色英雄文化”“上

海江南文化”等，帮助受众者增强归属感与自豪感，提

高文化与身份认同。

【建立志愿者服务队】协助讲师担任好助教，协助

安排课程，收集相关课程反馈材料，为课程讲授顺利做

好保障。



预审

意见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