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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新闻

上周日晚上，浙江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的项淑芳老

师，给大一的学生上了一节

直播思政课。

这一头的教室里，坐着

满满当当的学生，每个人都

伸长脖子看着讲台上的屏

幕。那一头，连线的地方，是

浙大摘箬山海洋科技示范岛

海流能发电装备实验基地的

漂浮式海试平台。浙大机械

学院教授林勇刚穿着救生

衣，在海试平台上与同学们

现场通话。

“这节课的主题是‘海洋

强国’，我希望通过直播，让

同学们对海洋有更直观更深

入的认识。”项淑芳说。

思政老师项淑芳:把直播搬进课堂，就像把课堂搬到实践中

真任性，机械专业这堂思政课
学生只干一件事：看直播

扫二维码，看看浙大

的直播思政课是怎

么上的。

浙江24小时APP

通讯员 邱伊娜 柯溢能

本报首席记者 王湛

思政课堂直播科研现场
理论与现实找到了契合点

3 月 24 日是一个晴朗的周日，下午四

点，项淑芳早早地来到了浙大紫金港校区。

因为晚上六点半，她要给机械与材料大类的

学生上一门特别的《形势与政策》课，她需要

提前做一些准备。

在课上，她要现场连线在摘箬山岛海流

能发电站做科研的林勇刚教授，直播他们的

科研现场。

摘箬山岛位于浙江舟山定海区，是一个

面积为2.7万平方公里的小岛，2012年，浙江

大学与舟山合作共建“海上浙江”示范基地，

建立了摘箬山岛外海实试基地，林勇刚所在

的海流能试验基地就是其中之一。

海洋中由于涨潮落潮形成了海水流动称

为潮流，潮流又称海流，海流能发电就是依靠

海流的动能，使叶轮旋转，再带动发电机发

电。

“为进行海流能试验研究，机械学院可再

生能源课题组的师生经常工作在摘箬山岛外

海实试基地。”项淑芳说。

《形势与政策》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

在这门思政课上，任课老师会介绍目前国内

外经济政治形势、国际关系以及国内外热点

事件。

浙大的《形势与政策》分为两个阶段，第

一阶段是每位大一新生的必修课，第二阶段

则由各专业学院结合学科特色进行不同形式

的授课。

“浙大机械工程学院的流体动力与机电

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多年来都在致力于海

流能发电课题，恰好我上课的班级，是机械与

材料大类的学生，他们以后也会接触和研究

相关课题，所以我特别想给同学们介绍这项

研究成果。”但是设备平台都在遥远的海上，

上课的学生一共有67位，不方便都带到遥远

的岛上去。

项淑芳就想，做一次现场连线，让同学们

和远方的老师学长直接对话。

在直播中听老师讲解
同学们眼睛都亮了

屏幕那头的林勇刚教授，穿着亮橘色的

救生衣，他和两个研究生，热情地与教室里的

同学们打招呼。

“我背后的这个，是海流能发电机组。”打

完招呼，林勇刚很快切入主题，他转身指着后

面像拱门一样的橙色建筑物,那是国内第一个

成型的海流发电装备试验平台。在这个基地

里，共安装了三台海流能发电机组，这些设备

正源源不断地把海流能转换成电能，给岛上居

民和科研机构供电。整个研究，汇集了浙大机

械学院可再生能源课题组师生十多年的努力。

摘箬山岛已是傍晚，但林勇刚的周围全

都亮堂堂的，他将镜头左右摆动一下，给同学

们看了看自己周围的照明灯，“这些灯用的都

是海流能发的电，发电机组建立在海上，这些

电会输送到对面的摘箬山岛上。”

“这里的研究涉及到流体力学、机械电

子、测试、控制、信息网络等多方面的知识。”

林勇刚说。听到这些熟悉的名词从教授嘴里

蹦出来，而且还能在现实中看到，学生们的眼

睛都亮了。

介绍完自己所在的试验平台，林勇刚在

画面中站定，向同学们点了点头，等待提问。

“林老师好，我们用海流来发电，但海流

具有不稳定性，怎么把不稳定的海流转化成

稳定的能量输出呢？”一位男生提问。

“海水的流动与风力的大小以及海水的

密度有关，具有不稳定性，把不稳定的海流能

转化成稳定的电能，是我们研究的重点。我

们会通过变桨和整流控制，形成高品质稳定

的电能输入到电网。”林勇刚回答。

提问纷至沓来：海流能能否储存？国内

外还有哪些高校和机构有这样的发电机组？

试 验 平 台 会 不 会 对 周 围 的 海 域 造 成 影

响？——林勇刚都一一作答。

“我觉得直播连线比老师在课堂上的讲

解更直观。”一年级学生邱醴瑶说。

项淑芳也认为，直播的方式突破了课堂

的地理限制，能让课堂空间拓展到五湖四海。

那天下午我来到教室进行直播准备工作

时，发现有几位同学早早地来了。上课时，当我

看到同学们昂起头目不转睛盯着直播屏幕时，当

我看到同学们踊跃地提问并被林教授夸赞“真是

个好问题”时，当课后同学们来问以后是否还会

有这样的直播时，我知道，这次做对了。

我会根据不同学生的不同学科背景设

计授课内容。例如我现在所教授班级的学生

大多来自机械与材料大类，相较于平面的课

件视频，实物模型更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因

此，只要涉及到机械制造相关的内容，我就会

想法子借来相应的大型制造装备模型，在课

堂上给大家展示传阅。

我想，或许正是这些丰富的课堂设计拉

近了我和学生之间的距离，在课后，经常有同

学来找我继续探讨。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张

同学，他不仅喜欢就课堂上介绍的案例进行

追问，还会结合个人经历进行深度思考，总是

在课后不停地追问，积极与我交流。

交流中，我发现他有一些不自信，于是我

会在每一次交谈时都肯定他的一个闪光点，

帮他慢慢树立自信。渐渐地，我们聊到学业

规划，聊到时间管理，聊到个人发展和领导

力。当学期结束，我发现他与第一次上课相

比，简直像换了一个人似地，变得非常自信、

阳光。我想，这就是教书育人的魅力，这就是

思政课程真正与大学生走到一起的时刻。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师 项淑芳

让思政课走近专业课
真正与大学生走到一起

师说

林勇刚教授在海上试验平台给同学们做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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