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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7 日，沙野 （右） 和崔帅在试验田

里组装光合作用测量系统。

8 月正值东北黑土地上玉米生长的关键

时期。在位于世界“黄金玉米带”上的吉林

省梨树县，90 后在读博士生沙野和崔帅，每

天深入四棵树乡三棵树村玉米田里，顶着烈

日进行植株相关数据采集。

沙野和崔帅分别来自中国农业大学和吉

林农业大学。每年 4 月到 11 月，他们都会来

到位于三棵树村的“科技小院”，今年已经

是第五个年头。他们一边进行科研，一边向

当地农民推广农业技术。沙野说：“我们的

暑假都是与玉米、黑土一起度过的。”

2009 年 ，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 吉 林 农 业 大

学与梨树县共同成立“科技小院”，众多和

沙野、崔帅一样的农业相关专业青年大学生

分批来到这里，扎根黑土地、保护黑土地，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暑假就快结束，小院试验田里的玉米丰

收 在 望 ， 又 一 批 极 具 科 研 价 值 的 数 据 即 将

“ 出 炉 ”。 沙 野 说 ， 他 们 要 为 国 家 的 粮 食 安

全、农民增产丰收贡献一份力量。

新华社记者 张 楠/摄

两名博士生
在东北黑土地上的别样暑假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王 磊

“我听过很多长征精神的阐释，也看

过视频，可是没能激起太多感动，但当我

刚刚戴上 VR 眼镜，看到战士在我身边倒

下，怎么扶都扶不起来他的时候，我特别

想哭⋯⋯”讲着讲着，她哽咽了。

紧接着，这个女生回忆自己在虚拟世

界 里 向 死 去 战 友 脱 帽 敬 礼 的 情 形 ， 那 一

刻，她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周围的学生

情不自禁地鼓掌，抢着说：“老师，我也

要来谈谈感受！”

同学们的感受让阜阳幼儿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 （以下简称“阜阳幼专”） 马克思

主义学院党支部书记、院长何丽娜至今难

忘，“这样的思政课带来的触动一定会让

学生记一辈子，他们未来踏入教育行业，

对教学思路创新也是有好处的”。

8 月 11 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来到

阜阳幼专采访，体验了这套 VR 设备。手

持操纵手柄，眼前立马浮现出红军爬雪山

的场景，战士们步履艰难地前行；对准地

上出现的红色光圈，扣动扳机发出射线，

人物就会不断前行；身边有战士跌倒了，

对准他的肩膀发出射线，能将对方扶起，

还能给战友送去辣椒御寒，或是帮他们背

起沉重的铁锅⋯⋯

小小手柄和头盔设备，让年轻一代重

返红色历史深处，虚拟现 实 技 术 使 得 优

质 课 程 资 源 穿 越 时 空 ， 学 生 身 临 其 境 、

感 同 身 受 。 这 项 新 技 术 的 应 用 只 是 安 徽

阜 阳 思 政 教 育 工 作 众 多 成 果 之 一 。 作 为

全 国 为 数 不 多 的 人 口 千 万 地 级 市 ， 近 年

来 ， 阜 阳 市 从 学 校 教 室 到 产 业 一 线 ， 再

到 田 间 地 头 、 百 姓 家 中 ， 各 级 部 门 创 新

形 式 、 刷 新 内 容 ， 上 好 “ 大 思 政 ” 课 ，

让 群 众 政 策 上 解 渴 ， 思 想 上 解 惑 ， 心 理

上解压。

VR技术连接起年轻一代和党史

阜 阳 幼 专 至 今 已 有 114 年 的 办 学 历

史，是阜阳师范教育的发祥地、皖北基础

教育的摇篮。如今这座历史名校焕发出时

代新彩。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体验教学中

心，VR 教室、红色影院、百年党史长廊

等 10 个 区 域 ， 应 用 声 、 光 、 电 、 VR、

AR、视听等多维度数字化传播方式，将

思政课与信息化相融合，让思想性与科技

感相碰撞。

1000 平 方 米 展 厅 内 ， 很 多 设 计 细 节

别出心裁——头顶的通风管道全部涂成红

色，寓意着红色精神的传承和赓续。最吸

引学生的就是 2020 年年底投入应用的 VR
思政课设备了，学生交互式体验王家坝抗

洪救援、爬雪山过草地、平型关大捷、飞

夺泸定桥等震撼人心的场景。

该 校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教 师 王 文 英 介

绍，思政课本身理论性强，之前很多学生

把它当“副科”，觉得“说教居多”，不如

音乐美术等专业课有趣，这倒逼老师进行

教学改革。

学校研发王家坝精神、长征精神、百

年党史展馆、地方特色课 4 个系列的 VR
课程，共计 56 门，脚本撰写由教研组老

师 全 程 参 与 ， 技 术 公 司 提 供 虚 拟 交 互 技

术。何丽娜举例，比如“王家坝抗洪抢险

VR 教 学 体 验 ” 实 训 课 程 ， 教 师 撰 写 课

程 脚 本 时 ， 先 设 计 出 能 让 学 生 真 切 感

受 到 的 王 家 坝 泄 洪 场 景 ， 在 一 次 次 磨

合 和 修 改 中 ， 引 入 互 动 元 素 ， 让 学 生

“ 变 身 ” 抢 险 救 援 人 员 ，“ 驾 驶 ” 冲 锋

舟 运 送 救 援 物 资 ， 体 验 救 援 人 员 的 辛

苦 与 危 险 。

“思政课首先要提起学生兴趣，让他

想 主 动 了 解 历 史 ， 才 能 加 深 理 解 和 记

忆。”王文英介绍，课堂上，老师先介绍

理论知识，再进行 VR 体验 20 分钟，之后

适时选取问题进行互动。比如，你觉得什

么是王家坝精神，青年大学生如何去践行

王家坝精神⋯⋯

根据该校打造的“理论宣讲、虚拟体

验、讨论学习、户外实践”的“四步走”

思政实践教学模式，教师在线下会带着学

生 开 展 “ 重 走 长 征 路 ”、 参 观 革 命 旧 址、

读红色家书等活动。

王文英注意到，学生们开始慢慢期待

思政课，上课热情变高了，“让学生回答

问题时，主动举手的人多了”。

学生的创造性也在同步提升。今年 4
月，阜阳突发新冠肺炎疫情，思政课教师

在 线 上 进 行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课 程 教

学，各专业学生将课程内容和专业所学灵

活结合起来，有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做了

剪贴画，还有同学主动策划拍摄了情景剧。

设备、技术只是辅助手段，真正转变

的 是 思 政 课 教 学 的 观 念 。 例 如 ， 在 该 校

《思想道德与法治》 课上，教师引导学生

课前以“神舟十三号”“抗疫有我”“缅怀

国之脊梁——袁隆平”等主题述评时事政

治，提升信息整合建构能力、语言表达能

力以及逻辑思维。

结合各自奋斗经历，为青
年学子“指点迷津”

记者到访阜阳幼专当天，恰逢阜阳市

“学用新思想 青年半月谈”活动在该校图

书馆举行。青年宣讲员、返乡创业青年、思

政课教师、新农人、乡村教师等共济一堂，

“ 我 平 时 也 研 究 农 用 机 械 ，未 来 想 回 家 乡

阜阳工作。如何用智慧农业带动乡村振兴

发 展 ？”青 岛 科 技 大 学 动 力 工 程 研 一 学 生

王逸远在开展宣讲之后举手问道。

“我们应用无人机监测苗情，利用大

数据和网络平台进行农业数据分享和良种

推广，提高田间管理效率，也让农民足不

出户学到知识。我希望更多年轻人回乡种

粮食，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行业！”2018
年返乡的 95 后新农人徐旭东答道。

北京林业大学的卢宇航向“田园居”农

业电商品牌创始人杨光硕请教大学生创业

的建议。“我学的就是营销专业，创业伊始，

在土鸡蛋的销售渠道和包装上下了很多功

夫。”对方介绍，创业遇到最大的风险就是

无法预知的困难，大学生创业前一定要多

了 解 创 业 失 败 的 案 例 ，学 会 控 制 风 险、找

到认知盲区，选择自己热爱的领域。

座 谈 现 场 ，90 后 胡 晓 岚 穿 着 具 有 当

地文化特色的青年宣讲员“制服”，和学

生们聊得火热。她是宣讲战线“年轻的老

兵”，不过当初接触宣讲时，难免照本宣

科，讲的内容不接地气。

接下来的 400 余场次宣讲中，她面对

不同场景、不同规模、不同群体，用不同方

式将故事娓娓道来。在 机 关 单 位 说“ 走 好

群 众 路 线 ”的 时 候 ，她 用 提 问 先 吸 引 大 家

的 兴 趣 ：“ 不 知 道 在 座 的 各 位 有 没 有 听 过

‘耿飚之问’？”在郊区宣讲时，她经常先找

到一位大娘“拉家常”，找到切入点。

为 了 让 群 众 听 得 懂 、 记 得 住 、 用 得

上，小品 《懒汉脱贫》、三句半、打快板

等节目应运而生。“真是贫困户，大家来

帮助。想当贫困户，不会有出路。争当贫

困户，永远不会富。抢当贫困户，那就吓

跑 儿 媳 妇！” 这 样 的 台 词 令 人 忍 俊 不 禁 ，

又发人深省。

近年来，阜阳市委讲师团和团阜阳市

委 打 造 “ 青 年 微 宣 讲 团 ”， 不 断 更 新 队

伍、补充新鲜血液。他们还为阜阳市党政

“四大班子”作专题微宣讲，让理论宣讲

变“踩高跷”为“接地气”。如今，青年

微宣讲团的延伸品牌——“青年半月谈”

在阜阳流行开来，参与分享的年轻人既是

宣讲员，也是行业翘楚，对更多青年起到

思想引领作用。

不少青年争当宣讲排头兵

近两年来，胡晓岚越来越意识到，网

络 是 宣 讲 不 可 忽 视 的 重 要 阵 地 。2019 年

10 月，她被阜阳市司法局聘为“阜阳普

法”抖音号代言人。

后来，她创办 《晓岚微宣讲》。在主

题节目 《传统文化自信》 里，她身着华服

讲 述 传 统 文 化 ； 讲 到 《革 命 文 化 自 信》

时 ， 她 身 穿 红 军 服 装 ， 跳 起 了 红 色 芭 蕾

舞，将大家带回那段峥嵘岁月，只为宣讲

更生动、更鲜活。

2021 年 3 月，她参与创办“阜阳微宣

讲 ” 抖 音 号 。 为 了 解 群 众 对 党 史 知 识 掌

握 程 度 ， 大 街 上、花 园 里、书 店 里 ⋯⋯ 到

处都能看到宣讲员们提问的身影，有时用

一个问题“街采”很多人，有时让路人排队

轮 流 回 答 不 同 题 目 ，答 不 上 来 ，要 被 塑 料

大锤道具“敲头”。目前该抖音号粉丝已达

7.5 万，保持每天一更新的频次。

胡晓岚感慨，年轻宣讲员采用多种形

式宣讲，聚焦热点、难点，以解决实际问

题 为 切 入 点 和 出 发 点 ， 不 仅 让 宣 讲 接 地

气、有烟火，更让党的理论转化为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

记者了解到，目前，阜阳市已组建社

科 名 家 宣 讲 团、“ 习 习 春 风 ” 微 宣 讲 团、

乡村振兴宣讲团等，不少青年争当宣讲排

头兵。

宣讲活动中，胡晓岚等人还特别留心

拍 摄 与 民 生 相 关 的 视 频 。 2020 年 11 月 ，

当地的城乡公交车开始试运营，她拍摄并

制 作 《公 交 连 接 城 镇 村 惠 民 兴 村 笑 开

颜》，有群众反映车辆班次不够，她将意

见反馈给汽运集团，对方及时增开车辆；

2021 年 1 月，她和同事走颍东区十来个乡

镇 ， 拍 摄 了 短 视 频 《电 商 助 农 大 有 可

为》，帮助当地百姓网上销售烤鸭蛋、黑

花生、手编筐等当地土特产品。

“思政教育并不是‘空中楼阁’，必须

得帮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在阜阳市委讲

师 团 团 长 杨 胜 男 看 来 ， 在 市 、 县 、 乡 、

村，一批青年“网红”宣讲员先将理论吃

透 ， 再 掰 开 揉 碎 讲 道 理 ， 深 入 浅 出 话 常

识，将理论知识配送到群众“指尖”，传

播到群众“耳边”，流入到群众“心田”，

增强宣讲实效性 ，促进理论与实践“无

缝对接”。

田间地头的“思政课”如
何焕发生命力

8 月 11 日下午，阜阳市阜南县苗集镇

一家民宿的小剧场里，阜南地方剧嗨子戏

剧目 《蒙洼情》 正在上演，4 名村民在简

易的舞台上，演绎王家坝开闸泄洪时干部

群众舍小家为大家的情节。

广播响起：“王家坝水位连续突破高
点，请蓄洪区群众务必今夜撤离，确保人
畜安全！”

村妇：“我刚扩大了鱼塘、虾塘规
模，眼看过两天就能上市卖钱了，今天我
就要守着鱼塘，哪里都不去。”

村妇儿子：“妈，我也心疼，创业也
是我的梦想，咱不是买了保险么，相信党
和政府。”

村妇丈夫：“王家坝闸关系上下游千
百万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咱们关键时刻
不能拖后腿啊。”

村书记：“大妹子，咱们王家坝，位
置虽小，但作用重大啊，这舍小家保全大
家的精神，全国人民不会忘记！我们定会
再建新家！”

苗集镇党委书记罗响感慨，通过文艺

表演，讲述身边的酸甜苦辣，演绎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期盼，感受身边看得见摸得着

的变化。“以前不知道如何解放农村老百

姓思想，让他们听党话跟党走，让口袋富

起来。经过实践意识到，开展思政工作是

搞好乡村基层治理、提升基层年轻干部能

力的需要。”

据了解，该镇现已打造“1+N”宣讲

模式，“1”就是法治、生态文明、乡村振

兴等理论主线，每季度汇编一份基础必讲

理论通稿，“N”则是抗旱保苗 、 消 防 安

全 、 防 溺 水 、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等 日 常 工 作

的 子 主 题 。 同 时 ， 从 党 员 、 乡 贤 能 人 、

种 养 大 户 等 群 体 中 抽 调 组 建 7 支 1000 余

人 的 基 层 思 想 政 治 工 作 队 伍 。 此 外 ， 每

月 编 撰 宣 讲 台 账 资 料 ， 每 季 度 评 比 优 秀

宣 讲 员 、 调 解 员 ， 要 求 每 个 年 轻 干 部 都

要“上讲台”。

“将理论变成行动，宣传是最快最有

效的方式。将乡村约定俗成的规矩，用方

言融入宣讲内容，让群众对党和政府做的

事了解、理解，进而组织群众发挥主观能

动 性 ， 既 落 实 了 政 策 ， 也 推 进 了 工 作 。”

罗响总结道。

该镇利用农忙时节、节假日和重要评

选表彰活动等契机，对群众开展思想政治

教育，往往利用群众空闲时间上门宣讲。

比如，农忙时，开展“三送三问”（送资

金、送政策、送技术，问所需、问得失、

问计谋） 活动；农民工返乡时，开展“回

故乡、看变化、向未来”活动。

“从专业思政教师到青年宣讲员，再

到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他们奔走在群众

生产生活一线，变‘我讲你听’为‘干群

共 讲 ’， 能 使 群 众 更

加坚定干事创业的信

心，凝聚各行业提速

发展的动力源，这才

是一座城市抓好思想

政 治 工 作 的 应 有 之

义 。” 阜 阳 市 委 宣 传

部副部长、市社科联

主席燕少红说。

让群众政策上解渴，思想上解惑，心理上解压

一座千万人口大市的大思政实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孟佩佩

作 为 大 学 生 踏 入 校 园 的 第 一 门 思 政

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
称“思修”，2021 年更名为 《思想道德与
法治》） 会得到怎样的评价？

4 年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

义 学 院 副 教 授 付 丽 莎 成 为 一 名 思 修 课 教

师。刚入职不久，前辈就对她说，“大学

的思政课是从‘负分’开始的”，这让付

丽莎觉得“很扎心，也很不甘心”。

2019 年 她 做 过 一 项 匿 名 的 课 前 调

查 ， 结 果 显 示 ， 有 24%的 学 生 不 认 可 大

学 开 设 思 政 课 的 必 要 性 。 一 名 学 生 甚 至

说，“我觉得思修课讲的都是大道理——

那 些 ‘ 听 过 很 多 遍 却 依 旧 过 不 好 一 生 ’

的大道理”。

“思政课教师一方面要把课程内容讲

清楚，另一方面也要跟学生的实际生活结

合 起 来 ， 才 能 让 他 们 觉 得 理 论 真 的 ‘ 有

用 ’ ”。 付 丽 莎 说 ， 如 何 让 “仰 望 星 空 ”

的大道理真正“落地生根”，变得“脚踏

实地”，成为她努力的方向。

思政课要给学生“多画个问号”

回想自己在大学里上思修课的场景，

付丽莎坦言，“自己对课程的期待值也不

是很高，觉得这是一门必修课，老老实实

来上课就可以了”。

“这一届大学生不一样了。”付丽莎带

的第一届学生就是 00 后，在她看来，00
后大学生最显著的特点是，他们是互联网

的“原住民”，通过网络已经有了很多的

知识储备，对课堂的要求就更高。“通俗

地说，以前我们当学生时是‘老师在上面

讲 ， 我 们 在 下 面 记 ’， 但 现 在 的 学 生 是

‘老师在上面讲，他们在下面用手机查’，

查什么？查你说得对不对。”

这就给思政课教师带来很大挑战：既

要有足够的知识储备，理论功底要深厚，

还要充分了解学生，讲得接地气、贴近实

际，从而实现引领学生。

“那就根据学生的特点来调整授课方

式。”在付丽莎的课堂上，学生有专属时

间 发 “ 弹 幕 ”， 参 与 投 票 ， 还 能 像 综 艺

节 目 上 出 现 滚 动 条 一 样 ，“ 滚 到 谁 的 名

字 ， 就 由 谁 来 进 行 课 堂讨论”。她觉得，

“讲台不是舞台，教师也不能‘独舞’，课

堂应当属于每一个人，所以要用各种各样

的方式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共建这门思

修课”。

无论是在课上还是课下，付丽莎都很

重视和学生的交流互动，在“变着法儿”

地接近学生时，他们也给了付丽莎全新的

认识。就是在课上“刷弹幕”的过程中，

付丽莎发现，“00 后是如此热爱我们的国

家，这份热爱来自他们觉得自己的国家真

的很厉害”。

在讲到“新时代”时，付丽莎请学生

发 弹 幕 回 答 ，“ 如 果 用 一 个 关 键 词 描 述

‘新时代’，你认为是什么？”随即，“新”

“强”“牛”“快”等一众词汇出现在了教

室的电子屏幕上。

“我当时有些惊讶，这一代大学生有

时很‘挑剔’，他们会积极讨论社会上存

在的某些乱象，但同时，他们又发自内心

地认为祖国强大了，所以对于新时代，他

们的第一反应都认为代表了中国的腾飞，

是正在‘强起来’的时代。”付丽莎说。

这样的“新 发 现 ” 又 成 了 下 一 堂 课

的主题。“那一次上课体会到了学生的爱

国 热 情 高 涨 ， 但 通 过 课 下 交 流 ， 我 发 现

他 们 或 许 不 知 道 怎 样 把 这 份 热 情 转 化 为

报 国 的 行 动 ， 就 是 ‘ 能 做 些 什 么 ’， 于

是 ， 我 又 针 对 这 些 方 面 做 了 新 的 功 课 ，

融 入 下 一 节 课 的 授 课 内 容 当 中 ， 引 导 学

生 主 动 将 ‘ 爱 国 情 ’ 转 化 为 ‘ 强 国 志 ’

‘报国行’”。

由于博士学习阶段攻读心理学专业，

付丽莎在实验室中做过大量的心理学实验

和问卷调查。工作后，她尝试把这种熟悉

的研究方法带入课堂教学中，每一学期都

会根据课程内容，进行不同的问卷调查，

来发掘学生的特征，进而更好地去改进和

调整教学设计。

调 查 问 卷 已 经 成 了 付 丽 莎 课 堂 的 特

点，也成了她进一步了解学生的“工具”。

让她印象深刻的一次问卷调查是，讲

到“人生价值”部分内容时，她给学生列

出 了 13 种 人 生 追 求 的 选 择 ， 爱 情 、 亲

情、健康、友情、财富、地位等都包括在

内，一项一项地舍弃、划掉，最后只剩下

3 项。

“在以往针对不同群体的调查中，被

留下来的选择往往都有亲情和健康，第三

项可能是友情，可能是知识。”令付丽莎

感到惊讶的是，“00 后学生每一年都会做

到这个练习，每一年他们选出的第三个选

择几乎都是自由”。

“ 为 什 么 要 留 下 自 由 ？ 你 们 理 解 的

‘ 自 由 ’ 是 什 么 意 思 ？” 当 她 发 出 疑 问

时，一个学生回答说，“自由就是想做什

么就做什么”。另一个班上的学生给出了

另一个答案，“自由就是不想做什么就不

做什么”。

付 丽 莎 坦 言 ， 当 时 的 她 有 些 不 知 所

措，“学生的回答给了我很多思考，我就

去查文献，发现哲学、社会学、政治学、

心 理 学 ， 不 同 领 域 对 自 由 的 定 义 有 上 百

种。”所以她换了个思路，在讲授“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部分内容时，加入了专

题“什么不是真正的自由”。

在她看来，学生对“自由”有很多误

解，“他们可能并不完全清楚自己所说的

自由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会强调，自由并

不是虚无、反叛，也不是摆烂、躺平的表

达，自由的另一面一定是责任，而且自由

是有界限的”。

就是在这样的概念辨析和互动中，付

丽莎发现了各种各样的新鲜问题，“思修

课不是给学生画叹号和句号，也并不是要

提供唯一的标准答案，而是要给大家多画

个 ‘ 问 号 ’， 引 导 学 生 遇 到 问 题 多 想 一

层，深入思考其中的内涵”。

从身边取材，讲述伟大的
人物“平凡”的一面

4 年来，付丽莎从在学校的讲台上教

学生，到多次走上央视 《百家讲坛》 讲述

中国航天精神，她在 00 后学生中“圈粉

无数”，成了学生眼中的“网红”教师。

讲榜样人物的故事，也成了付丽莎为

00 后大学生授课的“特色技能”。这缘起

于她第一次走上讲台授课时的调查结果：

“在讲到理想信念时，我想到自己的职业

理想最早来自初中的一位英语老师，她是

我理想中老师最好的样子。那学生是不是

也有这样的榜样？”

没想到，调查结果让她十分惊讶：超

过 80%的学生认为“人应该有 榜 样 ”， 但

自己“有榜样”的学生仅有 60%。“为什

么 我 记 得 小 时 候 同 学 们 好 像 有 很 多 榜

样 ， 现 在 的 学 生 为 什 么 没 有 ？” 她 还 发

现 ， 学 生 选 择 的 榜 样 ， 更 多 是 身 边 朋 友

和 父 辈 长 者 ， 真 正 把 历 史 人 物 、 科 学

家 、 公 众 人 物 当 作 榜 样 的 反 而 并 不 如 想

象中那么多。

这 给 了 付 丽 莎 灵 感 ， 也 让 她 开 始 反

思，“伟人的故事值得去讲述，应当被记

得，学生也不是不喜欢这些人物，只是或

许我们以往对榜样人物的叙事过于宏大，

学生很敬佩他们，但同时也觉得他们离自

己很遥远。”

于是，她开始尝试挖掘榜样人物的平

凡 故 事 。 在 翻 阅 大 量 书 籍 资 料 时 ， 她 发

现 ， 马 克 思 、 周 恩 来 、 钱 学 森 等 榜 样 人

物 ， 也 都 曾 在 19 岁 时 遇 到 过 人 生 困 惑 ，

“伟人也曾青春，青春同样迷茫，他们往

往是通过走向社会，将国家需要、社会利

益和个人追求结合在一起，才走出了青春

时期的迷茫。这些人是伟大的人，但也是

可感的、可爱的、可亲的人”。

在付丽莎的课堂上，这样有意思的伟

人故事还有很多，很多伟人在她这里有了

独特的“标签”。比如，“时尚倔老头”南

仁东，“极端好爸爸”邓稼先，“90 后梗

王”袁隆平等。

“提炼每一位人物的特点，都需要翻

阅大量的书籍和资料，这些老人家非常有

意思，也很有个性，我被这些细节故事所

打动，然后再把这份感触带到课堂上，去

打动学生。”她举例说，讲到南仁东的个

性 故 事 时， 学 生 首 先 会 觉 得 很 “ 好 玩 ”，

再看到南仁东晚年接受采访的视频，听到

他沙哑的声音，看到他饱受病魔折磨时的

样子，“很多学生会掉下眼泪，因为他们

真切地感受到，这样一个亲切、有趣、倔

强的老先生，是怎样负重前行、为了国家

发展贡献了一生，通过这样的‘反差’对

比，把‘天边’的人物立体地拉回到学生

身边”。

在 付 丽 莎 的 课 堂 上 ， 也 不 乏 北 航 学

子、同辈榜样的故事。“就比如创下世界

纪录的‘冯如三号’团队，大部分是 00
后北航学生，他们就代表了当下年轻一代

的责任担当。新时代的新青年在不同领域

作出了亮眼的成绩，我也愿意把这些故事

带到课堂上”。

她 还 多 次 带 着 学 生 走 进 航 天 城 进 行

暑 期 社 会 实 践 ， 让 学 生 亲 身 领 略 航 天 人

的 风 采 ， 自 主 挖 掘 当 代 航 天 人 身 上 的 特

质和精神。

她做过一次简单计算，“每次课程的

两个学时是 90 分钟，一学期 16 次课，如

果按照每周两个理论学时计算，每学期的

教 师 授 课 时 间 其 实 只 有 短 短 的 24 小 时 。

思政教育要入脑入心，单纯靠课堂讲授肯

定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要扩展第二课堂，

走下讲台做教师，亲自带学生去做社会实

践，甚至要在本科 4 年的学习生涯中一直

陪 伴， 以 ‘ 同 行 者 ’‘ 引 路 人 ’ 的 方 式 ，

让学生真正感受到他的价值观、思想政治

素养的变化和提升。”

2019 年 的 学 期 末 ， 付 丽 莎 又 做 了 一

次匿名调查，这次有 93%的学生认为大学

开设思修课是很有必要的。让她最有成就

感 的 是 ， 自 己 “ 赢 回 了 那 20%的 学 生 ”。

专业课繁重的学生们留言说：“每节思修

课都准备打开本子写作业，可每次一听付

老师讲课，又都没写成其他作业。”

这门思政课如何赢回了那20%的学生

扫一扫 看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