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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看视频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杨 洁
记者 雷 宇 视频制作 朱可芯

对 于 2000 年 出 生 的 绘 画 专 业 学 生 赵

思怡来说，采风起初不过是“见山画山，

遇水绘水”，直到她参加了华中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举办的“千生画千村”，走进了

山西晋城市阳城县上庄村，才在实践中更

深刻领悟到艺术背后的文化源头。

这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里，还有

着保存完好的官宅民居，多处古井，电视

剧 《白鹿原》 的取景地也在此。

“可古建筑一天天地更破旧了，壁画

也脱落了不少。”一位住在明清古院落的

大娘叹气。就在上庄古村，在“行走思政

课堂”上，赵思怡萌生了一个想法：她要

拿起画笔记录这座活着的村落，为文物保

护做力所能及的艺术传播。

近 年 来 ， 华 师 美 院 探 索 “ 思 政 +美

育”协同育人模式，打造“笔尖上的思政

课”“行走的思政课”“以人民为中心的主

题创作课”三个维度的思政美育课，让美

院千名大学生带着一支画笔去亲身体验人

物风貌、时代发展。

2019 年 4 月，绘画专业的李尘第一次

去建筑工地上记录工人的模样。与课堂上

的模特不一样，刚从建筑架上下来的工人

身上、脸上沾满了污泥，头发被帽子压得

扁平。李尘等待毛笔晕染开，回笔，勾勒

眼周的皱纹，皴擦，绘出脸上的泥垢。再

破墨，画眼，等到墨迹干枯，发丝画出了

干湿浓淡效果，一个朴素的劳动者形象跃

然纸上。

画笔在手中转动，大四学生李尘第一

次从绘画细节中感受到了工人的艰辛，劳

动的不易。

一群带着画笔的学生队伍以“行走的

思政课”为主题，从武汉桂子山出发，一

节节美育思政课堂在河南、山西、湖北、

山东、湖南、云南等省的 30 余个地区基

层“开讲”，用艺术的手法去观察家乡建

设，去感受现代化建设中的发展之美。

在山西吕梁市临县碛口镇李家山，赵

思怡和同学们住进了窑洞。白天，这里的

男主人穿着特色服饰，唱着山歌，接待游

客，女主人开店，做起了小生意。“以前

我们出去打工为生，后来村里发展旅游，

家里忙不过来，我们就回来帮忙，又做起

了家乡饭，日子越来越舒服哩。”四合院

的女主人李银兰说。

脱贫攻坚的变化切切实实地印刻在了

这个小姑娘的心 里 ， 退 耕 还 林 、 乡 村 振

兴 不 再 是 生 硬 的 书 面 词 汇 。 在 实 践 中 ，

一 支 画 笔 、 一 堂 思 政 课 把 时 代 性 与 人 民

性 的 硬 核 命 题 鲜 活 地融入了 00 后的画板

之上。

紧 扣 “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的 主 题 创 作

课”，华师美院还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创

作了 《画说抗疫英雄传》，携手共青团中

央 制 作 “ 致 敬 战 疫 青 年 ” 漫 画 视 频 纪 念

“ 五 四 运 动 ” 101 周 年 ； 去 年 国 庆 期 间 ，

发起“我和我的祖国”拉歌快闪活动，千

余名师生用校花桂花制成五星红旗，用歌

声向伟大祖国深情告白。

华师美院分党委书记付义朝介绍，美

育思政课探索出一条崭新的育人模式，不

仅用画笔体现时代风貌，也促进学生的专

业学习与创作，用艺术的方式在学生心中

埋下真善美的种子。

时代的印 记 在 00 后 的 笔 下 升 华 ， 美

育 思 政 课 也 扭 转 了 一 些 学 生 对 思 政 课 的

误解。

对于从小生长在城市的大四学生陈语

劼来说，从前画画只是一个追求艺术、表

达自我的方式。她爱画漫画，也爱追二次

元，很少关注新闻报道，总觉得国家政策

跟 一 个 普 普 通 通 的 大 学 生 生 活 相 隔 太 遥

远。但参与 《画说抗疫英雄》 的编写，和

同学一起用绘画作品记录了钟南山院士等

英雄的抗疫瞬间，她发现自己从被动地接

收 思 政 教 育 ， 变 成 了 主 动 去 学 习 抗 疫 精

神，甚至还运用了专业知识去传播时代的

精神。

在美育思政课上，辅导员张爱发现同

学们与平时不同的主动。他们带着画笔去

跟村民交流，在图书馆查资料，把红船的

历史用画作的方式记录下来。从事多年的

学生工作，原本最让张爱操心的思政教育

一下子被青春的力量激活了。

3 年多的美育思政课沉淀下来，教育

的力量在学生身上显现。

2021 年暑假，师范国画专业的 00 后

黄雨婷所在的社区出现了疫情。她主动报

名做志愿者，她发现，自己也可以成为抗

疫中的一分子。

“美育思政课鼓励了学生与社会沟通

对话，创作出了贴近生活、紧扣时代、反

映 现 实 的 佳 作 ， 也 引 导 了 学 生 向 上 向

善。”付义朝介绍，美术学院“思政+美

育”三课实践共获评两个教育部项目、1 个

全国美育工作创新案例一等奖等荣誉。

2001 年 出 生 的 绘 画 专 业 学 生 郭 晓

琪 用 自 己 的 方 式 ， 记 录 了 武 汉 人 在 抗

疫 过 程 中 的 乐 观 精 神 。 在 她 的 笔 下 ，

有 给 水 果 做 手 术 的 漫

画 小 人 ， 有 水 桶 作 防

毒 面 具 的 漫 画 小 人 。

她 认 为 ，“ 一 支 画 笔

可 以 传 递 欢 乐 ， 也 可

以 传 递 新 时 代 的 红 色

精神力量”。

时代命题鲜活融入大学生画板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梅潇予
视频制作 沈杰群 余冰玥

一 次 在 课 上 讲 到 中 国 脱 贫 攻 坚 伟 大

奇迹时，张智推 荐 学 生 去 看 电 视 剧 《山

海 情》。 很 多 学 生 因 此 懂 得 ， 今 昔 之 间

的 脱 贫 史 也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为 实 现 人 民

群 众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向 往而矢志不移的奋

斗史。

张 智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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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课 上 总 会 引 入 一 些 优 质 影 视 剧 。 在 讲 到

引 导 学 生 确 立 马 克 思 主 义 信 仰 和 社 会 主

义 信 念 的 内 容 时 ， 他 谈 到 电 影 《长 津

湖》，透过银幕，学生们真切地体会到志

愿军战士何以成为“最可爱的人”。

思 政 课 呈 现 出 越 来 越 多 的 教 学 新 形

式 。 电 视 连 续 剧 《觉 醒 年 代》 编 剧 、 中

共 中 央 文 献 研 究 室 第 三 编 研 部 原 主 任 龙

平 平 ， 曾 在 上 海 龙 华 烈 士 陵 园 里 ， 为 青

年学子上过一堂“实景沉浸式思政课 ”。

他郑重地说 ：“ 《觉醒年代》 有续集吗？

你 今 天 的 幸 福 生 活 就 是 续 集 。 要 以 他 们

为 楷 模 ， 把 我 们 这 个 国 家 建 设 好 ， 去 实

现这些革命烈士的遗愿。”

1 月 1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

要 领 导 干 部 学 习 贯 彻 党 的 十 九 届 六 中 全

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用

好 学 校 思 政 课 这 个 渠 道 ， 推 动 党 的 历 史

更 好 进 教 材 、 进 课 堂 、 进 头 脑 ， 发 挥 好

党史立德树人的重要作用。”

当 红 色 文 艺 作 品 被 引 入 思 政 课 堂 ，

如何种好“觉醒”的种子？

“如果年轻人不喜欢，就
是失败”

中 国 青 年 报 社 社 会 调 查 中 心 进 行 的

一项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调查显示，43.3%
的 受 访 者 选 择 影 视 剧 作 为 了 解 党 史 的 主

要渠道，《开国大典》《红色娘子军》《长

征》 等 都 是 令 受 访 者 印 象 深 刻 的 红 色 影

视剧。

清 华 大 学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副 教 授 冯

务 中 开 设 的 思 政 课 在 校 内 人 气 很 高 ， 经

常“一座难求”，他给学生推荐的“红色

剧 单 ” 包 括 ：《建 国 大 业》《建 党 伟 业》

《建军大业》《开国大典》《恰同学少年》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海棠依旧》《功

勋》 等。

冯 务 中 感 叹 ， 去 年 一 部 《觉 醒 年

代》“觉醒”了新时代的青年一代 。“这

些 觉 醒 的 种 子 以 后 必 将 生 根 发 芽 、 开 花

结 果 、 长 成 大 木 、 拄 撑 长 天 。 这 就 是 红

色 文 艺 作 品 的 魅 力 和 威 力 ， 可 以 起 到 教

师讲授所难以起到的作用。”

最 近 ， 在 剧 集 基 础 上 进 行 艺 术 加 工

的 同 名 长 篇 历 史 小 说 《觉 醒 年 代》 出

版 。 龙 平 平 坦 言 ， 这 部 剧 播 出 前 ， 他 有

点儿“犯迷糊”，自己 60 多岁了，也不知

道年轻人现在究竟是怎么想的。

龙 平 平 说 ：“ 年 轻 人 究 竟 需 要 什 么 ？

我 在 写 作 的 时 候 没 有 一 个 非 常 清 晰 的 判

断 ， 也 没 有 迎 合 年 轻 人 的 想 法 。 但 是 我

知道，如果年轻人不喜欢，就是失败。”

播 出 后 ， 网 友 们 的 观 剧 热 情 ， 让 龙

平平学会了一些很新潮的网络 词 汇 ， 比

如“弹幕 ”“催更 ”。触动他的，还有网

友们一句句用真情实感写下的剧评：“我

们的考点，是他们的一生”“他们最先醒

来也最先离去”“延乔路的尽头是繁华大

道”⋯⋯

“我受到了一次非常大的教育：真是

低 估 了 当 代 青 年 的 政 治 鉴 别 力 和 艺 术 鉴

赏 力 。 这 部 剧 在 播 出 时 被 年 轻 人 不 断 催

更 ， 那 些 弹 幕 留 言 很 感 人 。 年 轻 人 用 他

们 的 网 络 语 言 ， 如 YYDS、 破 防 ⋯⋯ 向

100 年前的年轻的革命先烈，表达强烈的

英 雄 崇 拜 。 清 明 节 时 ， 他 们 在 龙 华 革 命

烈 士 陵 园 的 墓 碑 前 堆 满 鲜 花 ， 表 达 对 先

烈的感激之情。”龙平平说。

令 龙 平 平 颇 感 惊 喜 的 是 ， 陈 延 年 、

陈 乔 年 因 为 这 部 剧 而 成 了 “ 青 年 的 朋

友 ”。“ 《觉 醒 年 代》 中 伟 人 的 家 庭 生

活 、 父 子 关 系 很 生 活 化 。 网 上 好 多 人 说

‘看到陈延年和陈独秀吵架的时候，和我

跟我爸吵架一样’，这样的思想碰撞，两

种 不 同 时 代 的 表 达 ， 我 在 写 这 个 电 视 剧

的时候还真没想到。”

历史人物鲜活起来，红色
影视剧影响潜移默化

2021 年 ， 在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动 员 大 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鼓励创作党

史 题 材 的 文 艺 作 品 特 别 是 影 视 作 品 ， 抓

好 青 少 年 学 习 教 育 ， 让 红 色 基 因 、 革 命

薪火代代传承。”

优 质 红 色 影 视 作 品 对 年 轻 学 子 的 影

响，是潜移默化的。

在 北 京 某 所 重 点 中 学 担 任 初 中 语 文

教师的陈立是 95 后，她在课堂上问初一

的学生是否看过 《觉醒年代》，结果大部

分学生特别激动地举手：“我看过，我看

过 ！” 陈 立 蓦 然 意 识 到 ， 从 红 色 电 视 剧

里，这些 00 后学生能更加容易、真切地

体会到人物的情怀与情感。

陈 立 在 大 学 读 中 文 系 时 ， 老 师 会 在

文 学 课 堂 上 播 放 一 些 红 色 经 典 影 视 作 品

并点评，例如 《青春之歌》《红岩》《白

毛女》《红色娘子军》。陈立当时就很喜

欢“在课堂上看电影”这种形式。

北 京 某 高 校 2021 届 硕 士 毕 业 生 王 佳

提 到 ， 读 研 期 间 在 网 上 看 到 讲 述 方 志 敏

故事的电视剧 《可爱的中国》，她脑海中

冒 出 的 第 一 幅 画 面 ， 便 是 小 学 时 老 师 领

着全班同学朗读课文的场景 。“到那时，

到 处 都 是 活 跃 跃 的 创 造 ， 到 处 都 是 日 新

月 异 的 进 步 ， 欢 歌 将 代 替 了 悲 叹 ， 笑 脸

将 代 替 了 哭 脸 ⋯⋯ 生 之 快 乐 将 代 替 了 死

之 悲 哀 ， 明 媚 的 花 园 ， 将 代 替 了 凄 凉 的

荒地！”

王 佳 觉 得 ， 一 部 好 的 红 色 题 材 影 视

剧 可 以 把 自 己 拉 回 到 历 史 的 洪 流 中 ， 剧

中 人 物 不 再 仅 仅 是 课 本 上 的 白 纸 黑 字 ，

变得有血有肉、灵魂饱满。

很 多 红 色 影 视 剧 吸 引 年 轻 一 代 群 体

的 追 随 ， 是 因 为 它 们 沉 浸 入 历 史 ， 又 鲜

活于荧屏。

国 务 院 参 事 室 社 会 调 查 中 心 副 理 事

长兼秘书长郗杰英认为，《觉醒年代》 之

所 以 让 青 年 那 么 震 撼 ， 是 因 为 “ 情 节 和

细节的真实，可以让人感同身受”。

龙 平 平 表 示 ， 他 在 创 作 剧 本 时 ， 很

重 要 的 一 点 是 突 出 作 品 的 “ 思 想 性 ”，

“ 一 部 电 视 剧 、 一 部 小 说 ， 要 写 历 史 事

件 、 历 史 人 物 ， 作 品 表 达 的 是 你 自 己

的 一 个 历 史 观 ， 表 达 你 对 历 史 和 人 物

的 看 法 ， 在 有 根 据 的 史 料 基 础 上 进 行

艺术加工”。

龙 平 平 指 出 ， 要 展 现 100 年 前毛泽

东、李大钊这些先 进 分 子 的 思 想 ， 就 要

从 他 们 的 一 些 文 章 著 作 当 中 进 行 提 炼 、

概 括 和 升 华 ， 不 能 完 全 照 搬 ， 否 则 那 就

和 看 教 材 一 样 了 。“ 要 变 成 一 个 鲜 活 的

人 物 形 象 ， 放 到 一 个特殊的环境当中去

理解”。

龙平平认为，当代青年需要了解关于

建 党 的 历 史 知 识 ，让 100 年 前 的 90 后、00
后与今天的 90 后、00 后进行“沟通”。

“我们几千年文明的传统、英雄崇拜

深 深 植 根 于 当 代 青 年 的 心 中 ， 抹 不 掉 。

这 就 叫 正 能 量 。 这 种 正 能 量 在 我 们 整 个

社 会 、 整 体 青 年 当 中 是 主 流 。 在 每 一 次

重 大 的 历 史 关 头 ， 冲 在 最 前 面 还 是 青

年。”龙平平感慨。

红色文艺作品正在成为
思政课堂的一部分

红 色 文 艺 作 品 获 得 火 热 的 市 场 反 馈

的 同 时 ， 也 正 在 成 为 高 校 思 政 课 堂 教 育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冯 务 中 在 清 华 大 学 主 要 讲 授 的 课 程

是 《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体系概论》 和 《习近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他在慕课和课堂

教 学 中 时 常 引 入 多 种 文 艺 作 品 ， 为 教 学

增 色 不 少 ， 因 而 被 称 为 “ 具有文艺范儿

的思政课”。

“无论是在课上播放片段还是推荐大

家 课 下 观 看 全 部 ， 很 多 红 色 文 艺 作 品 都

能 起 到 感 染 人 、 打 动 人 、 激 发 人 的 作

用 ， 成 为 思 政 课 的 重 要 补 充 和 重 要 载

体。”冯务中认为，在思政课教学中适当

引 入 文 艺 作 品 ， 可 以 化 静 态 为 动 态 ， 化

平 面 为 立 体 ， 化 抽 象 为 形 象 ， 进 而 化 沉

闷为鲜活。

“ 思 政 课 既 要 ‘ 课 以 载 道 ’， 也 要

‘ 传道于文 ’。这里的‘道’指的是马克

思 主 义 的 基 本 原 理 和 中 国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基 本 观 点 ， 这 里 的 ‘ 文 ’ 指 的 是 各 种 文

艺形式。”冯务中进而认为，思政课开好

了 ， 就 会 成 为 学 生 认 识 历 史 的 显 微 镜 、

把握现实的方位仪、预见未来的望远镜。

张 智 分 享 ， 在 课 后 有 学 生 给 他 留 字

条 ， 表 达 对 课 程 的 肯 定 ， 对 此 他 感 慨 ：

“好的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像盐，不能光吃

盐 ， 最 好 的 方 式 是 将 盐 溶 解 到 各 种 食 物

中自然而然吸收。”

张 智 觉 得 ， 做 学 生 的 思 想 政 治 工

作 ， 思 政 课 堂 是 主 渠 道 ， 但 是 也 要 关 注

微循环。“我们既要抓好主渠道，也要激

活 微 循 环 ， 实 现 互 补 和 结 合 ， 善 于 从 学

生 的 平 时 日 常 、 交 往 交 流 中 做 思 想 教 育

工作”。

中 国 青 少 年 研 究 中 心 少 年 儿 童 研 究

所 所 长 、 研 究 员 孙 宏 艳 说 ， 以 红 色 影 视

剧 作 为 思 政 课 程 的 范 例 形 式 引 领 青 年 思

想 ， 是 一 种 很 好 的 教 育 方 式 ， 因 为 青 少

年 喜 欢 形 象 化 的 、 故 事 化 的 教 育 方 式 ，

并 且 ， 红 色 影 视 剧 宣 传 的 是 正 能 量 ， 是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 与 思 政 课 的 方 向

是一致的。

在 孙 宏 艳 看 来 ， 年 轻 人 正 在 用 他 们

的 学 习 方 式 与 表 达 方 式 来 接 近 红 色 经

典 ， 传 播 红 色 文 化 。 例 如 ， 他 们 描 述

共 产 党 用 了 “ 史 上 最 牛 的 创 业 团 队 ”

这 样 的 词 语 ， 表 达积极向上的会用“很

马克思”。

龙 平 平 亦 认 可 ， 将 一 些 影 视 作 品 引

入 思 政 课 ， 能 够 帮 助 大 家 学 习 党 史 、 理

解中国社会的发展。“讲党史不能够概念

化、教条化、书本化。”把原来课本里那

些 “ 概 念 化 ” 的 人 物 变 成 鲜 活 的 人 、 和

当 代 人 面 对 面 沟 通 的 人 物 ， 如 是 就 对 历

史、对党史有了感性的认识。

“红色影视+思政课”，如
何实现双向提升的功效

红 色 影 视 作 品 开 始 成 为 思 政 教 育 的

组成部分，这 一 趋 势 呼 唤 两 个 层 面 的 提

升 ： 学 校 思 政 教 育 品 质 ， 红 色 影 视 剧 创

作品质。

郗杰 英 指 出 ， 现 在 思 政 课 还 需 要 进

一 步 增 强 对 青 年 的 感 受 力 ， 感 染 力 和 接

受度。

郗杰英说：“一是实事求是。要讲真

话 、 道 实 情 。 要 结 合 青 年 实 际 生 活 中 感

觉 、 感 受 到 的 实 际 场 景 ， 再 引 申 到 道

理 、 真 理 ； 二 是 讲 ‘ 三 史 ’ 要 真 实 、 生

动 ， 以 人 带 事 ； 三 是 真 正 变 ‘ 要 我 学 ’

为‘我要学’，现在青年中那些自发的学

理 论 、 学 历 史 的 兴 趣 群 体 特 别 值 得 重

视 ， 鼓 励 支 持 他 们 成 为 青 年 思 政 课 的 一

支 重 要 力 量 ； 四 是 努 力 变 ‘ 理 直 气 壮 ’

为‘润物无声’。”

红 色 影 视 剧 是 “ 润 物 细 无 声 ” 的 教

育 手 段 。 那 什 么 样 的 作 品 适 合 进 入 思 政

课堂？

纵 观 以 往 的 “ 爆 款 ” 红 色 影 视 剧 ，

往 往 能 发 现 一 些 相 似 的 成 功 因 素 ， 以 及

跟随时代进步的新“亮点”。

例如 2007 年播出的 《恰同学少年》，

以 毛 泽 东 在 湖 南 第 一 师 范 的 读 书 生 活 为

背 景 ， 讲 述 了 以 毛 泽 东 、 杨 开 慧 、 蔡 和

森 、 向 警 予 、 陶 毅 等 为 代 表 的 优 秀 青 年

朝 气 蓬 勃 的 学 习 与 生 活 故 事 。 该 剧 播 出

时 ， 全 国 多 地 的 年 轻 人 在 网 络 上 开 辟 了

《恰同学少年》 观后论坛，到湖南第一师

范参观的游人大大增加。

中 国 艺 术 研 究 院 副 研 究 员 孙 佳 山 提

到，《恰同学少年》 因为大胆起用了一批

青 年 演 员 ， 并 果 断 吸 纳 了 那 一 阶 段 的 青

春 偶 像 剧 的 成 功 类 型 元 素 ， 不 仅 获 得 了

收 视 和 口 碑 的 双 赢 ， 更 新 了 革 命 历 史 题

材 电 视 剧 的 范 式 ， 也 直 接 影 响 了 此 后 一

批 电 视 剧 创 作 ， 并 为 当 下 的 此 类 影 视 剧

奠定了良好的行业基础。

说到 2021 年的“爆款剧”，孙佳山肯

定 了 制 作 手 段 的 进 步 。 他 举 例 ， 像 《觉

醒年代》 就调用了 大 量 在 电 视 剧 中 并 不

常 见 的 电 影 的 制 作 手 段 。“ 既 将 复 杂 的

历 史 线 索 予 以 写 意 的 视 觉 呈 现 ， 在 表 意

方 式 上 也 实 现 了 自 成 一 派 式 的 创 新 ， 在

国 内 电 视 剧 中 罕 见的大量多机位拍摄则

最 大 化 地 传 递 出 了 演 员 、 道 具 和 场 景 的

细节”。

在 冯 务 中 看 来 ， 适 合 纳 入 高 校 思 政

课 堂 的 红 色 影 视 剧 ， 应 具 备 三 个 特 点 ：

一是“红”，三观正确，政治性强，正能

量为主，但又不是说教；二是“真”，符

合 历 史 真 实 和 生 活 真 实 ， 有 真 知 灼 见 和

真 情 实 感 ， 不 是 “ 神 剧 ”； 三 是 “ 活 ”，

不死板，不单调，有起伏，有灵气。

将 红 色 影 视 剧 引 入 思 政 课 ， 应 与 青

年 成 长 的 需 求 和 目 标 高 度 贴 合 。 冯 务 中

说 ， 好 的 文 艺 作 品 是 认 识 历 史 、 接 受 真

理 的 引 子 ， 但 是 再 好 的 文 艺 作 品 也 不 能

取代相关的历史著作和理论著作。“要深

入 了 解 中 国 共 产 党 和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的

历 史 和 成 就 ， 还 是 要 系 统 学 习 《中 国 共

产党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改

革开放简史》 等正史。”

孙 宏 艳 也 提 醒 思 政 教 师 注 意 一 点 ：

使用“红色影视+思政课”这一方式，应

当遵循“适度、适合”的原则。

“小学生更适宜通过影视片等来讲故

事 ， 但 是 到 了 初 中 高 中 甚 至 大 学 ， 随 着

他 们 思 维 能 力 的 快 速 发 展 ， 就 需 要 把 故

事 、 影 视 剧 等 进 行 提 升 ， 既 要 有 好 故

事 ， 还 需 要 提 升 到 思 想 认 识 上 去 。 另

外 ， 不 能 曲 解 历 史 、 戏 说 历 史 ， 尤 其 是

小 孩 子 ， 他 们 可 能 会 把 戏 说 当 成 真 的 ，

这就不适合不适度。”孙宏艳说。

红色文艺作品进入思政课，

如何种好“觉醒”的种子

□ 冯 兵 周 敏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抗日
战歌、解放歌曲、红军歌曲等革命歌曲
一直深深扎根于广大人民的日常生活，
备受群众喜爱。每一首广为流传的革命
歌曲，都经过了千人唱、万人传，并在
反复传唱中愈加完善和成熟。

革命歌曲反映了不同时代的革命、
建设与生活实践，呈现出特定的时代
性。如战争年代的 《小放牛》《游击队
歌》《东方红》，建设时期的 《我的祖
国》《翻身农奴把歌唱》 等。革命歌曲
激昂澎湃催人奋进，通过革命歌曲提升
高校思政课教学效果，不仅行之有效，
而且意义重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强调“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
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革命歌曲有利于激发大学生的爱国
情怀。革命歌曲在帮助大学生回顾历史
的同时，显示出巨大的历史号召力和感
染力，例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是中国人民处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
条件下创作的一首爱国歌曲，其歌词反
复强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红军和中国共产
党的深切拥护。这首歌曲潜移默化地影
响着大学生群体，由内而外激发了爱国
主义情怀。革命歌曲有利于健全大学
生人格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如 《我
们走在大路上》《红星照我去战斗》

《游击队歌》《团结就是力量》，均体现
了积极向上的人生目标和对未来美好
生活的向往。

高校思政理论课教学中，一首引起
大学生广泛共鸣的歌曲特别是革命歌
曲，比某些枯燥无味的单向度灌输式讲
授要容易接受得多，可以起到提升思政
理论课教学质量的作用。不过，用好革
命歌曲有几大注意事项。

针对性选取歌曲。革命歌曲数不胜
数，针对性选取歌曲是提升高校思政理
论课课堂效果的基本前提。

对革命歌曲的歌词进行深入分析和
有效运用。忽略对革命歌曲歌词的解读
会使歌曲的运用缺乏生命力和感染力，
最终难以达到共情的目的。1923 年，
瞿秋白在《新青年》上首次发表《国际
歌》译作，秉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劳
动创造一切”的思想，如：“从来就没
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
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不要
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
人!”东北抗联歌曲 《露营之歌》 也是
革命歌曲的典型代表，用白描手法写出
了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的艰苦战
斗。1937 年日军全面侵华，对东北抗
联进行扫荡，迫使其西征，第一段歌词
由此产生——“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
马鸣”，瓢泼大雨中抗联战士渡过松花
江，“围火齐团结”，点燃篝火，围坐其
间，口中坚定地传唱着“逐日寇、复东
北，光华万丈涌”。每一首革命歌曲表
现的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个个动
人的故事。只有通过对歌词的深入分析
与有效运用来重温先辈的革命之路，当
代大学生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和体会共产
党人的革命理想和革命实践，才能在思
政理论课中学有所得。

将革命歌曲与高校艺术活动相结
合。当前各高校可结合思政课程，每学
期组织开展革命歌曲传唱或歌唱比赛，
汇编成宣传视频在学校官微或官网推
送，在一些重要节日或纪念日活动上还
可组织相应的红色晚会。

在新时代新的历史交汇点上，高校
思政理论课应充分运用革命歌曲，不断
提升教学质量和教育实效，讲好红色故
事，唱响峥嵘岁月，用革命先辈自强不
息、顽强拼搏、不怕牺牲的精神激发当
代大学生的爱国之心、强国之志、报国
之行，引导他们从红色基因中汲取强大
的信仰力量。

（本 文 作 者 冯 兵 系 四 川 大 学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教 授、博 导 ，周 敏 系 该 院 研
究生）

运用革命歌曲
提升高校思政课吸引力

1 月 23 日，在北京交通大学，首批冬奥志愿者准备出发。

据了解，首都高校将有 1.4 万名师生作为赛会志愿者，为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提供保障服务。志愿者入驻驻地当天，首都高校志愿者共上一堂“冰雪上

的思政课”，冬奥冠军王春露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主题，普及冰雪运动常识，讲述为国争光的拼搏故事。 新华社记者 任 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