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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团队与教学成果获奖情况

（一）团队负责人与成员获奖

1．2021 年黄东老师获得首届北京高校教书育人“最美课堂”一

等奖（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特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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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6 年黄东老师获评“宝钢”基金会优秀教师奖

3.2020 年朱林老师获评北京市优秀团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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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5 年朱林老师获评“首都大中专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先进

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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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东老师 2013-2017 年连续四届被评为中国政法大学“最受本

科生欢迎的十位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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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成果获奖

1．2017年相关成果获得北京市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2．2016年黄东老师获得首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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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0年相关成果获得中国政法大学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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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思辨文化体系建设情况

（一）辩论性课程建设

1.核心课程建设

授课教师 课程名称 教学形式

黄东 辩论与辩证思维
注重思想引领，以经典辩题为教学专题，强调辩

论实践教学，培养学生辩论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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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些课程进行辩论式教学活动情况

授课教

师
课程名称 辩论性内容

李蕊 经济法总论 针对经济法重要内容展开辩论，拓展学生的知识面

李文
金融法案例

分析

针对经典的争议性案例展开辩论并作为结课考核，锻炼

学生辩证思考能力

张卓娟

等
学术英语

通过英语辩论赛形式锻炼学生外语口头表达能力，加深

对外语文本的理解深度

李代 教育社会学 通过课堂辩论赛培养学生辩证分析能力

聂露
当代西方政

治思想

以西方政治理论经典命题为辩题，提升学生间的课堂互

动水平

冯军旗 影像政治学
以政治学研究中的经典命题为辩题，提升学生们自主独

立思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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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与辩论中使用的思政性辩题

1.价值性辩题

女士优先有利于/不利于性别平权

正义无非是/不只是利益

以暴制暴是/不是正义

个人英雄主义，适合/不适合二十一世纪

中国文化发展更应该依托于传统精神/现代意识

自由处置自己的身体是/不是一项个人权利

“洞穴奇案”中，杀人者有罪/杀人者无罪

在危害公共利益案件中，亲亲相隐/大义灭亲更应得到尊重

青春重在多元尝试/目标聚集

中国文化发展更应该依托于传统精神/现代意识

2.政策性辩题

当今中国提升最低工资保障对劳工权益利大于弊/弊大于利

当今中国应不应该立法明确沉默权

应该/不应该推广基于人工智能的预测性犯罪干预

代孕合法化是社会之福/社会之祸

当今中国延迟退休利大于弊/弊大于利

当今中国推广弃婴岛利大于弊/弊大于利

根据外来人口素质差异授予城市居住权利合理/不合理

赞成/反对现代公共安全立法中对人格权利进行定价

应当/不应当禁止“黄牛”服务

应当/不应当禁止用金钱换节育

3.社会热点辩题

当今中国面临方言式微，应当顺其自然/尽力挽救

高校奉行“绩点为王”对学生成长利大于弊/弊大于利

在当下发挥个人信息效益/保护个人信息安全更值得被提倡

邻避运动频发是公民意识的进步/退步

离婚率上升是/不是社会文明的表现

合法捐精违背/不违背伦理

名誉侵权案件中，争议性事实构成/不构成抗辩

基因改造技术是福音/噩梦

大众舆论对司法公正利大于弊/弊大于利

高调慈善利大于弊/弊大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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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辩”国际辩论赛与辩论协会相关活动

1.“法辩：国际大学生华语辩论公开赛”

为推动“立德树人，德法兼修”的教学实践，中国政法大学主办了两届“法

辩：国际大学生华语辩论公开赛”，获得社会各界广泛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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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思辨文化节”相关活动

自 2013年始，共青团中国政法大学委员会主导举办了“论衡·辩论文化节”，

以辩论为媒介，积文化之底蕴，推动以辩促思的辩论教学育人活动。历经多年建

设与发展，被评选为“中国政法大学十佳文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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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辩促思”的教学方法指引下，以“立德树人，德法兼修”为培养目标，

“论衡”辩论文化节旨在拓展学生的法学素养和思辩能力，将学生的视野由校内延

伸至校外，通过提高大学生对社会的关注，引发对社会现象的思考，增强明理求

真、建言献策的社会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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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政法大学校辩论队、中国政法大学光政辩论协会等组织的推动下，秉

持着“以辩促思”的理念和教学方法，开展了“扬帆”系列辩论公开课与辩论主

题读书会，充分促进了学生们对经典理论命题和社会现象的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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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辩论重要比赛获奖情况

（一）国际奖项

2014年第四届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 季军

2015年第七届亚太大专华语辩论公开赛 季军

2017年第八届亚太大专华语辩论公开赛 季军

2018年山海杯国际辩论邀请赛大学组 亚军

2018年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资格赛 冠军

2020年华夏杯国际华语辩论锦标赛 季军

2021世界中联第四届中医药主题辩论赛 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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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奖项

2010年“天伦 1506”全国大学生辩论赛 冠军

2010年全国大学群英辩论会 亚军

2013年“百度搜商杯”北京 16 校精英辩论赛 冠军

2013年“京都杯”八校辩论赛邀请赛 冠军

2013年“环保杯”北京市 32 校辩论赛 冠军

2013年第四届华辩资格赛北京区 32 校辩论赛 冠军

2015年北京市“水安全杯”32 校辩论赛 冠军

2015年首都“知识产权杯”辩论赛 冠军

2015年第三届天伦杯全国政法院校辩论赛 冠军

2016年“环保杯”北京市 32 校辩论赛 亚军

2016年北京高校大学生防艾公益主题辩论赛 冠军

2016年北京市高校辩论公开赛暨华辩预选赛 亚军

2017年北京高校大学生防艾公益主题辩论赛 亚军

2017年北京高校辩论公开赛 冠军

2019年第七届天伦杯全国政法院校辩论赛 冠军

2019年北京市“环保杯”辩论赛 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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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模式推广与社会影响

（一）在高校及中小学指导并推广相关教学活动

1.黄东老师参与策划指导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辩与

论”公开课实践教学

2015 年开始，黄东老师受邀前往中国传媒大学协助开展以辩促思的“辩与

论”公开课，使得“同学们对思政课，从“要我学”变为了“我要学”，让学生

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教学效果获得了师生们的广泛认可。该活动得到教育部

的认可，具备广泛地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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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9 年 4 月，黄东老师应邀前往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河南中医

药大学进行教学模式的推广交流

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黄东教授应邀前往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进行了“辩论在思政教育教学中的运用”的教学经验交流分享，将中国政法大学

思政教育教学的经验倾囊相授，讲解了辩论对当前思政教育教学痛点的解决、具

体探索与影响和相关挑战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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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辩论队参与一系列中学生辩论赛，进入课堂，让教学模式下

沉到中小学

（1）黄东老师参与“中关村杯”国际中学生华语辩论邀请赛，进行辩论指导，

对应与参赛中学队伍所在学校建立常态思辨教学模式的教学联系。

（2）成立中国政法大学附属学校前锋学校的辩论协会分会。2018年 4 月起，

校辩论队前往昌平区前锋学校开展辩论表演赛活动并进行辩论教学育人，得到该

校师生好评，并获得了昌平区农商银行杯辩论赛四强等一系列辩论赛事成绩。至

今校辩论队依然为前锋学校提供辩论教学育人指导。

（3）2017年 4 月起，校辩论队前往北京市昌平区新东方外国语学校开展辩

论表演赛活动并进行辩论教学育人，得到该校师生广泛好评，并获得了“精英杯”

国际中学生华语辩论公开赛十六强等一系列辩论赛事成绩。至今校辩论队依然为

北京市昌平区新东方外国语学校提供辩论教学育人指导。

（4）2017年 5 月起，光政辩论协会前往北京市第八十中学开展公益辩论培

训，成立“逻•思公益平台”开展对外辩论教学育人活动。

（5）2018年 5 月起，校辩论队前往昌平区第一中学开展辩论教学，并组织

了“以辩之名·论爱国之事”纪念“一二·九运动”辩论立德树人教育活动，得

到该校师生广泛好评。至今校辩论队依然为昌平区第一中学提供辩论教学育人指

导。

（6）2019年 5 月始，中国政法大学校辩论队柴子凡前往昌平区第一中学开

展辩论教学，并指导其辩论队参与“联合会杯”中学生辩论赛北京赛区赛事，在

72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荣获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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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模式在社会上的推广与报道

1.黄东老师参与联合国“中国青年对话未来”系列活动

以辩论形式参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举

办的“中国青年对话未来”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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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东老师接受中国教育电视台 CETV《育见》栏目采访报道

讲述在以辩促思的教学方法指导下思政课堂的建设情况，落实“立德树人，

德法兼修”的辩论教学实践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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