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6 月 11 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 田文生 版面编辑 / 王国强

Tel：010-64098967

www.youth.cn
5共青周刊

5-6 版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金 卓

相信对大多数青年来说，“思政”二

字意味着枯燥乏味，老师滔滔不绝，学生

昏 昏 欲 睡 。 即 使 在 互 联 网 飞 速 发 展 的 今

天，从课堂走上“云端”的思政课，依旧

难以敲开部分青年的心门。

在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唐忠

宝看来，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并不是青

年缺乏信仰，而是传统的内容生产无法满

足新媒体时代青年的需求，思政产品千篇

一律，优质的内容万里挑一。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党委书记王义军向全

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提交了 《关于推动

各大新媒体平台提升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效性的建议》

（以 下 简 称 《建 议》）。 王 义 军 表 示 ， 目

前，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网上宣传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和短板，

亟待解决。

正确的“打开方式”，让青
年从拒绝到接受

把思政课上成“脱口秀”，是唐忠宝

的 绝 活 儿 。 他 的 思 政 课 几 乎 场 场 爆 满 ，

“一票难求”，没人玩手机，也没人睡觉。

同学们都称他为“宝哥”“颠覆思政课堂

的男人”。

谈及自己的小窍门，唐忠宝说，想要

让青年接受，就要先去了解和研究他们喜

欢的东西。“投其所好”并不是为了迎合，而

是为了融入。而融入，正是让青年从拒绝到

接受的第一步。

为了走进学生们的内心，原本对新媒

体产品不太“感冒”的唐忠宝，一头扎进了

网络的新世界里。微博、抖音、哔哩哔哩、知

乎等平台，都是他日常“充电”的地方。

“我会跟同学们‘互粉’，发现他们喜欢

的产品形式和关注的社会话题，并把这些

话 题 带 到 课 堂 上 ，找 到 与 他 们 的 共 同 语

言。”他说。

点开唐忠宝的思政课视频，记者发现，

在他的课堂上，不仅有马克思，还有魏璎

珞；不仅有柏拉图的超感性世界，还有冯

绍峰和赵丽颖的“官宣”。青年网友们反

响热烈，互动频繁，纷纷表示：“宝哥很

赞！”“看了几遍就是看不够”“希望可以

让更多人看到”⋯⋯

“其实这些视频都经过了学生们的二

次加工。”唐忠宝告诉记者，“我平时讲课

语速比较快，很多老师建议我慢一点。但

是我发现我上课的视频被学生上传到网上

反而还加了 1.5 倍速。他们觉得这样才好

玩、过瘾。”

这引发了唐忠宝的思考，“有的人并

不是缺乏信仰，他们其实有学习的需求，

只是我们没有找到一个他们喜欢的‘打开

方式’。”他总结，青年关注的无非是趣味

和品味，“也就是既有用，又好玩”。

“经常有学生跟我说，他们在‘抖音’

里最能感受到相对论——一个下午过得像

20 分钟。可见，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

理论学习变得好玩。”唐忠宝说。

唐忠宝向记者分享了一则案例，曾经

一首名为 《马克思是个 90 后》 的原创歌

曲火爆“朋友圈”，歌曲将马克思的故事

创作成“Rap”，这让他印象深刻。

“抛开内容的思想性不谈，这样的形

式 创 新 确 实 更 受 青 年 欢 迎 。” 唐 忠 宝 说 ，

“ 它 能 够 让 大 家 愿 意 去 进 一 步 了 解 和 学

习。”

“学习大军”微信公众号发起人阙庆

安也有同样的感受，他告诉记者，“学习

大军”更注重用轻松、活跃的文风，去解

读总书记的讲话和思想。“讲理论要接地

气，这样，青年群体更容易接受”。

在“学习大军”微信公众号中，不仅

有时政评论文章，还有对理论思想的“有

声品读”栏目，团队还会将总书记的讲话

创作成诗词和书法作品。

“ 大 家 有 时 不 愿 意 看 那 么 一 大 篇 文

章，尤其是青年群体。”阙庆安说，“通过

这种方式，可能只看几句话，就基本了解

了总书记做了什么、说了什么。”

“网络本就是一种休闲方式，一些青

年在手机上的诉求就是消遣。如果我们的

新媒体产品依旧是在说教，最后会适得其

反。”唐忠宝说。

他向记者回忆，有一次主题讲座前，

他发现学生们看到讲座题目 《抗日战争的

历史与日本文化的反思》 后兴致不高，有

学生提议将题目改为 《那年樱花败 无常

的日本与纠结的我们》，结果收效显著。

“这只是我们在创新形式上的一次尝

试，其实我们大家都更喜欢一些娱乐性的

‘快餐产品’，但如果‘大餐’吃起来不那

么艰涩，又兼具营养，也许可以更有效地

吸引青年。”唐忠宝说。

优质的原创内容，让青年
从接受到认同

有兴趣只是学习的第一步，想让学习

更有效，离不开优质的原创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办好思想政治理

论课关键在教师。”那么在网络世界中，办

好“云思政”的关键，就在于高水平的创作

人才。

《建议》指出，出于对经济效益等的考

量，很多平台没有对相关内容的创作人才

给予足够关注，只能机械转载有关内容，导

致缺少高水平的创作力量。

中 国 青 少 年 研 究 中 心 2018 年 的 调 查

显 示 ，有 40.9%的 青 年 认 为 因 传 播 主 体 的

理论素养不高，使得在传播方式的选择上

还是多以灌输式单向传导为主。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张智表示，

“总书记说：‘要让有信仰的人来讲信仰’，新

媒体理论宣传队伍自身要认同、有热情、肯

琢磨，否则谈创新很难，要么是没有灵魂的

形式创新，要么是理论的低水平传播”。

阙庆安最大的感受是，很多新媒体创

作人员都是兼职在做，抱着应付任务的心

态，没有全身心投入。

他介绍，“学习大军”团队的创作人员

在入职之初，都有几本必读书：《摆脱贫困》

《之江新语》《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读懂

读透以后，不管创作什么产品，他们都不会

偏离总书记的思想脉络。”阙庆安说，“现在

急需一批真正沉下心来，研究理论思想传

播的专职人才。”

本报曾经报道过一位河南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的老教授许兴亚，对于如何讲好

思政课，他认为，老师自己不仅要“自信”，

而且要精通马克思主义。不仅要“言传”，更

要“身教”。“如果理论讲的是一套，而我们

自己做的是另一套，即便我们课教得再好，

也会事倍功半”。

在河南大学，年过七旬的许兴亚老师

如同匠人。学生 3 万字的论文，他最多一篇

批注了 2.7 万字；他鼓励学生讲实话，耐心

解答疑问；讲课从来不低头看书，案例和故

事信手拈来⋯⋯

相比于简单的信息传递，许兴亚的身

体力行，更让学生“服气”，让知识和理论变

成一种无声的传承，跨越了老师与学生间

的鸿沟。

在他的学生们看来，“他有一种穿透力，

言语中透露出一股正气。”“与很多老师不一

样，许老师是真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他作为

老师一丝不苟，这种力量无形之中传导到学

生心里，让学生规约起自己的行为。”

从 许 兴 亚 的 案 例 中 ，我 们 不 难 发 现 ，

思 政 不 同 于 知 识 教 育 ，更 是 认 同 教 育 。身

边可触碰的人事物，往往比不可具象的理

论带给人的思考和触动更深。因而对思政

内容生产者来说，仅仅具有高水平的理论

素养还远远不够，更要让理论从书本中走

到青年身边，让他们看得见、摸得着。

在唐忠宝看来，要想把理论讲活讲透，

就要与青年群体的现实生活紧密结合。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心灵鸡汤”，

不是空口谈谈而已，它一定要解决现实问

题，满足现实需求。如果想让青年对马克思

主义减少误解，发自内心地去认同和相信，

就不能回避问题，让大家感受到理论观点

可以在身边的案例中得到回应。

唐忠宝坦言，很多时候青年排斥理论

学习，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些理论离自己非

常远，很难直接与日常生活挂钩，这就需要

对理论的二次转化。

“比如，我问学生怎么理解乡村振兴，

他们就只知道背一些书本上的条条框框。

但通过引导，他们发现以前的家乡是没有

马路的、没有互联网的，让他们切实看到自

己生活的改变，和中国乡村这些年的发展

变化，就能很直观地理解总书记的一些论

述。”唐忠宝说，“对这些实际问题和他们关

注的社会话题的解读，可以帮助青年慢慢

认同一些理论思想层面的东西。”

阙庆安也认为，目前新媒体平台上的

理论思想宣传，没有融入到青年群体的生

活状态中去。

“让青年在实例中感受，比说教要好。”

阙庆安说，“比如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那么

多 医 务 工 作 者、志 愿 者、干 部 群 众 冲 上 一

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讲得再好，还不

如说这件事处理得好，大家都感同身受，最

有说服力。”

“云思政”也需要“放管服”

针 对 目 前 新 媒 体 理 论 宣 传 现 状 ，《建

议》还指出，新媒体平台普遍采用个性化推

荐及信息定制等方式，将用户感兴趣的内

容聚合起来推送，导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媒体平台上的用户

到达率低。

对此，王义军表示，“新媒体平台经营

者 在 技 术 上 拥 有 对 数 据 信 息 分 发 的 控 制

权，应建立机制化、常态化、科学化的考核

管理办法，完善针对互联网企业的‘算法’

监管机制，促进新媒体平台在学习宣传方

面发挥更大作用。”

张智认为，大数据和算法，在一定程度

上带来了意识形态风险，特别是对主流意

识形态有消解和孤立的作用。

“通过‘算法’推送个人感兴趣的信息容

易产生‘信息茧房’现象，同质化的信息会反

复对受众进行轰炸，桎梏了信息的自由流动

和传递，因此今天的网络从表象上看，似乎

让青年能够获取更多信息，但实际上却有让

青年成为‘信息孤岛’的风险。”张智说。

在 唐 忠 宝 看 来 ，大 数 据 是 一 把 双 刃

剑 ，对“ 云 思 政 ”既 是 挑 战 ，也 是 机 遇 。

“ 新 媒 体 产 品 也 应 该 聚 焦 不 同 受众青年

的需求，更好地利用大数据和算法的优势

和便利。”

全国政协共青团、青联界别第三调研

组“马克思主义在青年学生中传播的现状、

问题与对策”调研报告显示，马克思主义在

青 年 学 生 中 的 传 播 效 果 ，存 在 着 从“双 一

流”高校到一般高校、再到高职院校和民办

高校逐渐衰减的现象，青年学生分层分化

严重。

唐忠宝在观察中发现，不同专业、不同

生源地以及不同职业的青年群体，所关注

的话题和需要的信息有很大的差别。

“一般来说，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学生更

关注理论思想本身，而欠发达地区学生更

偏向关注形式。”

张智也曾接触过一些来自偏远地区的

农村青年，“他们非常想学新思想新理论，

但是不知道去哪里学，目前的产品内容不

对他们的‘胃口’，工作中也缺乏对这些细

分群体针对性的培训和教育。”

针对这一现象，唐忠宝建议，“云思政”

也要向一些新媒体平台取经，探索如何通

过充分利用大数据的分析能力，来帮助新

媒体产品实现精准输出，帮助不同青年群

体更有效地学习。

在对新媒体平台的监管层面，《建议》

指出，目前，内容审查上存在简单一刀切情

况，信息审核时只要发现敏感词汇，不看具

体内容、不看发布主体，直接屏蔽、删除甚

至封禁账号等现象时有发生。

唐忠宝表示，过度严管或放宽都会出

现问题，但只要划清底线，适当放开还是有

必要的。有时审核过严，青年群体反而会产

生困惑，影响学习效果。

王义军提出，应进一步改进监管方式，

尽快出台规章制度或行业指导意见，同时

建立宣传主体“白名单”数据库。

自 2014 年创办“学习大军”微信公众

号以来，阙庆安最大的心愿是，能够带动全

社 会 的 学 习 热 潮 ，涌 现 出 更 多 的“学 习 大

军”。

“‘学习大军’不能孤单，希望民间的自

媒体能够得到国家更多的鼓励和支持。”阙

庆安说，“大家对民间自发的力量，往往有

天然的亲近感。如果能够多培养一些，效果

会更好。”

张智也认为，需要鼓励更多的民间力量

和社会群体加入到网络理论宣传工作中。现

在年轻人的“圈层化”现象，让不同兴趣爱好

的青年汇聚到不同的平台上，这些平台对青

年群体有着强大的感召力和引领力。

“我们要积极适应、把握和引领‘圈层

化’，实现个体兴趣的放大化，将自己的圈

层与社会相连，积极构建能将个人价值和

社会价值相契合的平台。”张智说。

在唐忠宝看来，目前对青年群体的网

络宣传教育，尚任重道远。

他坦言，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有其完整的理论体系，以人类命运共同

体为例，很难在 3-5 分钟 讲 透 。“ 在 新 媒 体

平 台 上 ，大 家 普 遍 喜 欢 碎 片 化 的 微 文 化 ，

会 导 致 大 家 误 以 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就

是这 5 分钟的内容，造成浅显化、片面化的

理解”。

下一步，在新媒体平台推动学习的同

时，引入专家库的支撑，是唐忠宝的工作

目标。他说，这项事业，还需要更多思政

工作者的不断探索和实践。

共青团界别全国政协委员关注青年思想价值引领

“ 云 思 政 ”短 板 如 何 补

□ 张真柱

“复学，就可以回校欣赏红剧啦”“迫

不及待想看看我们自己的美术展了”“还

有咱合唱团的动人旋律呢”⋯⋯近日，宁

波大学春季学期复学，宁大学子在陆续返

校的同时正热火朝天地在群里讨论回校后

想做的事情，在关心正常上课秩序恢复的

同时，校园音乐红剧、美术展等校园文化

品牌也成为师生关心的话题。

“艺术，有无可比拟的感染力，一部

剧、一次艺术展演就是一次红色爱党爱国

的 洗 礼 。” 宁 波 大 学 党 委 书 记 薛 维 海 说 ，

“高校思政课是一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关键课程，是对高校‘新时代教育三

问’的最好回答。文化的教育方式更容易

在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春风化雨：校园音乐剧传
承正能量

在宁波大学，传播正能量的音乐剧经

常 上 演 ， 已 成 为 一 种 催 人 奋 进 的 校 园 文

化。

一本建 党 时 期 的 珍 贵 党 章 ， 两 代 人

守 护 初 心 震 撼 灵 魂 的 故 事 ， 一批青年无

产者的政治觉醒⋯⋯第二批主题教育在宁

波大学深入开展期间，一部红色的文艺作

品——原创音乐剧 《初心晨启·宣言》 在

宁波大学连续 5 次登上舞台，观众场场爆

满，宁波大学 7000 多名党员都受到了一

次深刻、震撼、感人的红色洗礼。该剧触

及师生灵魂，让人感悟初心使命，让校园

浸润在红色文化中。

“‘声磊落，士拼搏，百死为家国；

宣言朗朗，但出我口，永在心头！’在全

国 人 民 众 志 成 城 抗 击 疫 情 的 当 下 ， 重 温

《初 心 晨 启 · 宣 言》 的 歌 词 ， 会 更 有 感

触，倍添力量。”宁波大学不少师生这样

说。

《初 心 晨 启 · 宣 言》 是 由 宁 波 大 学

“红色文艺轻骑队”创作的一部音乐剧作

品，讲述了一个两代人守护初心的故事：

在上世纪 20 年代初，宁波人李四前往上

海打工，在一次罢工运动中结识了同乡张

人亚，并来到张人亚的金银铺做学徒。在

与张人亚等同志共事的过程中，逐渐成长

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音乐剧也生

动再现了革命战士张人亚誓死守护第一部

《中国共产党党章》《共产党宣言》 等党的

早期重要文献的感人故事，呈现了中国共

产党人以共产主义为信仰、以家国为使命

的拳拳之心。

这部作品也曾走进嘉兴南湖、军营、

革 命 老 区 、 农 村 礼 堂 等 地 为 当 地 民 众 演

出，累计受众超过 10 万人。

“看哭了，张人亚同志用生命守护党

章的故事令人感动，他身上有着那个时代

革命者特有的气质——坚定、勇毅！”宁

波大学 2018 级学生周囡动情评价：“这种

毫无畏惧、勇担使命的精神，是我们学习

的榜样，也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

“我们身处这个伟大的时代，就不能

辜 负 这 个 时 代 。 我 们 要 在 师 生 中 引 发 共

鸣，找到共同的时代底色。”音乐剧的制

作人、宁波大学教授梁卿说。

据 了 解 ，30 多 名 参 与 红 色 原 创 音 乐

剧演出的同学，集体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

申请书。

在 宁 波 大 学 ， 红 剧 可 不 止 《初 心 晨

启·宣言》。2017 年 10 月，“红色文艺轻

骑队”在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中共宁波

市委宣传部、宁波大学党委宣传部等部门

的 专 项 扶 持 下 ， 创 演 了 原 创 音 乐 剧 《牵

手》。《牵 手》 先 后 演 出 24 场 ， 场 场 爆

满，并受北京市西城区文委、北京天桥演

艺联盟等多家单位的邀请赴京参加“第三

届北京天桥音乐剧展演季”。而 2018 年根

据歌剧 《江姐》 改编的小型音乐剧 《红旗

颂·江姐》，宁大学子利用社会实践的机

会将短剧送到了宁波周宿渡、黄鹂、丹凤

等 五 个 街 道 社 区 ， 得 到 群 众 高 度 赞 誉 。

2019 年 1 月，由原创音乐剧 《牵手》《初

心 晨 启 · 宣 言》 音 乐 选 段 采 撷 组 成 的

《“不忘初心”组歌》，入选 2019 年国家

艺术基金资助项目。以习总书记给横坎头

村回信为创作源头、诗人朱志坚作词、梁

卿教授作曲的歌曲 《春天的来信》，迄今

MV 点击量超过 30 余万次。

涓涓细流：美育题材引领
正面成长

除了原创音乐剧，美育融入思政的教

育模式深深在宁波大学扎根。

“我们与当地村民一起分享艺术、创

造艺术，也让我们切身体会到了艺术来源

生活，来源于群众。”宁波大学潘天寿建

筑 与 艺 术 设 计 学 院 18 级 美 术 学 （师 范）

专业学生孙婧通过参加“艺术走进农村文

化大礼堂”公益行动，写春联、画年画、

文艺演出等活动后说：“服务国家乡村振

兴战略，聚焦美丽乡村建设, 用艺术满足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是我们艺

术青年责无旁贷的时代使命。”

据了解，宁波大学潘天寿建筑与艺术

设计学院始终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

积极服务于美丽乡村建设，用艺术振兴乡

村 建 设 ， 将 美 育 融 入 到 大 学 生 思 政 教 育

中，不断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培养学生

高尚纯洁的人格，强化新时代大学生的宗

旨意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该学院依托独角兽新媒体公益艺术

工作室，每年春节前组织师生走进农村文

化大礼堂。该院美术系主任马善程老师介

绍说：“我们立足时代和社会需求，承担

着新时代的审美普及和心灵教育的重任，

积极践行‘美育+思政’的育人理念，发

现美、弘扬美，深入对接地方服务，策划

培育了‘美育下乡’‘ 红色学术’等品牌

活动，多方位展示思政育人成果，让同学

们从审美知识的获取拓展到‘大美’意识

的树立，并以开放的视野、包容的态度，

多维融合，敢于担当，成为未来具有家国

情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据悉，该学院还在宁波市鄞州区东吴

镇，组织开展“艺泽东吴”宁波大学潘天

寿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教师美术作品展、

“潘艺山房”揭牌仪式暨美语天童——周

至禹、徐仲偶教授艺术作品展，开展了以

《高校美术与美丽乡村建设》《“当代”语

境下的艺术创作》《综合性大学的艺术生

态、教学问题及其对策》 等为主题的校地

交流活动。学院还在宁波宁海县桥头胡街

道 ， 成 立 教 学 实 践 基 地 暨 “ 名 师 工 作

室”，积极参与双林、龙储等村庄的旧村

改造和美丽庭院设计，共同筹划黄墩艺社

“归来”美术作品展，为桥头胡艺术振兴

乡村作出了积极贡献。学院还组织师生参

加宁海县艺术振兴乡村校地协同 2019 暑

期融合设计 （宁海） 行动，共组织 6 支队

伍参加此次活动。潘天寿建筑与艺术设计

学院院长徐仲偶教授说：“艺术能够涵育

美感、陶冶身心，我们开展的一系列美育

下乡活动，既让我们的学生能够加深认识

社会，改变同学们对生活的认识，培养同

学们服务人民的情怀，同时也让他们在艺

术 、 设 计 领 域 的 聪 明 才 智 得 到 更 好 的 锻

炼，将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和社会，让他

们的成长更有根基。”

同 时 ， 宁 波 大 学 学 生 表 演 的 《马 灯

谣》 曾在中央电视台 《五月的鲜花——我

们的中国梦》 全国大学生文艺汇演上精彩

亮相。该校音乐学院合唱团则用青春的歌

声 唱 响 主 旋 律 ，2018 年 获 得 教 育 部 主 办

的 全 国 第 五 届 大 学 生 艺 术 展 演 声 乐 一 等

奖，浙江省大学生艺术展演一等奖，同时

作为全国 4 支受邀合唱团之一亮相东方卫

视直播的闭幕式。合唱团指挥、宁大音乐

学院老师薛楠认为：“校园文化是一种强

大的教育资源和教育力量，参与其中的每

位教师、每个孩子在各自的文化建设中，

都能得到正面的引领和成长。”

宁波大学还重视发展校园话剧。通过

培育白桦林话剧社、霁云剧社等社团，组

织校园话剧节，编导“宁波帮”题材话剧

《四明公所》《月明甬江畔》等，表达反帝反

封建的主题，抒发爱国主义情怀，在校内外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年来，宁波大学坚持

以明德引领，组织开展了 110 余场戏剧演

出，连续 8 年举办宁波大学校园话剧节，覆

盖 学 生 人 群 10 万 余 人 次 ，承 担 起 以 文 化

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

文化自信：以文育人夯实
德育根基

“ 总 书 记 指 出 高 等 教 育 要 立 德 树 人 ，

‘美育思政+音乐剧’就是我们的一次文

化育人的尝试。它是对总书记‘新时代教

育三问’的一个回答。”宁波大学党委副

书记冯志敏说。

据了解，《“美育思政+音乐剧”的

文化品牌建设》 是宁波大学近年来投入力

量大、渗透范围广、建设成果实的高校思

想引领工作实践项目。宁大为此组建了宁

波 大 学 “ 红 色 文 艺 轻 骑 队 ” 与 宁 波 大 学

“白鹭林音乐剧社”，以“政府出资扶持+
社会资源融合+高校师生保障”的模式开

展了一系列的工作。

“ 革 命 历 史 题 材 戏 剧 的 创 作 和 排 演 ，

对于青年的价值观、美学观形成与发展有

着 重 要 的 促 进 和 影 响 作 用 。” 冯 志 敏 认

为，高校思想引领工作是通过科学合理的

教育方法引导、激励学生，以提升大学生

自 我 觉 知 、 政 治 信 仰 ， 塑 造 科 学 的 世 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实践活动。而

美育是培养人接受、融入、欣赏、创造美

的教育体系，教育目的是提高人对美好事

物的欣赏、辨别、创造力。思想政治引领

与美育虽然在教育方法和途径上存在一定

的差异，但二者的教育目标是一致的，都

是 通 过 一 定 的 教 育 载 体 实 现 人 的 心 灵 美

化、思想顿悟。“通过本项目的实践与推

进，我们发现融入美育教育理念的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更具有鲜活、生动的形象和灵

魂，使理论教化变得不那么枯燥，取得事

半功倍的教育实效，提升了大学生欣赏美

的能力，弥补了思想政治教育抽象化的不

足，从而巩固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早在 2005 年，宁波大学就调整并成

立“校园文化”建设领导小组。经过 15
年 的 发 展 ， 最 终 形 成 了 “ 一 核 两 翼 三 协

同”文化育人机制。该机制对校园文化育

人体系进行了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使得

学生能够坚定理想信念、增强爱国情怀、

具备美好心灵、拥有综合素质并实现全面

发展。

“彰显文化自信、凝聚奋进力量，让

中 国 精 神 成 为 新 时 代 高 校 文 艺 的 灵 魂 。”

薛维海认为，高校在立德树人教育实践活

动中应充分认识文化对思想政治引领工作

的 重 要 意 义 ， 强 化 “ 以 文 育 人 ” 教 育 理

念，切实提升思想引领的实效性。

（作者系宁波大学党委委员、宣传部
部长）

宁波大学：美育+思政探索春风化雨新路

两会回眸·聚焦青年思想引领

案 例

扫一扫 看视频

唐忠宝在讲授思政课。 受访者供图

由唐忠宝主讲的国内首款思政类脱口秀节目“宝哥说”，受到很多青年的认可。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