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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风景的思政课

日前，浙江大学的120位

学生上了一堂很有意义的课。

当天一大早，学生们就背好书

包，坐上大巴车，赶到嘉兴南

湖，他们要在红船边上一节“有

风景的思政课”。

带队老师傅夏仙是浙江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

她1994年就开始在浙大上思

政课，一上就是25年。这次实

践教学是她教授的《毛泽东思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这门课的重要环节。

让理论生动起来 让历史鲜活起来

站在南湖边
大学生感悟“红船精神”

浙江大学▶▶▶▶

把专家请进课堂
学习“红船精神”

傅夏仙早从 2015 年起就把外出现场教

学作为思政课的一个重要环节。“当时申报了

一个教学改革的课题，现场教学是作为教学

改革的一部分。”傅夏仙说，现场教学是对课

堂教学的延伸，带给学生深刻的教学体验，让

课堂教学变得生动立体。

每一个地点，都与课程的内容体系紧密

相关。之前，学生们去过安吉县余村体会“两

山”理论。“南湖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学生

们应该了解、学习‘红船精神’，进而了解我们

的党，体验家国情怀，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

傅夏仙说。

去嘉兴上课的当天，三辆大巴载着 120

位学生与4位老师早上7点40分出发。大约

一个小时后，他们来到了位于嘉兴的浙江红

船干部学院。

红船干部学院副院长徐连林早早地等在

这里，他要为这些学生们重点讲授“红船精

神”内涵的三种精神——首创精神、奋斗精神

与奉献精神。

徐连林说：“我把这三种精神分别解读为

能力、追求与境界。能首创，一定有能力；能

奋斗，一定有追求；能奉献，就到达了人生的

更高一层境界。”

“咱们学生好好学习，就是提升能力；有

了能力，就要有梦想与追求；最后为社会做贡

献，立足工作，这便是奉献精神。”他认为，“红

船精神”对于大学生的成长也颇有指导意义。

“入党是个人的选择，一定要遵从自己的

想法。先了解中国共产党，比如今天的实践

活动，能让大家知道我们党是怎么成立的。

了解后，你再去思考能为党做些什么？你是

否有条件入党？这个过程并不急，可以慢慢

来，但是有一样，千万不能带着功利的目的。”

徐连林说。

又一位男同学问：“我想问一下最近引起

热议的‘996’，您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工

人阶级先锋队中的一员，有什么想法？”

问题一出，同学们都议论了起来，显然这

是大家都关心的话题。

徐连林说：“其实这个问题，最终还是年

轻人的选择，互联网公司竞争激烈，年轻人也

有选择加班的权利，多为自己挣下立身的资

本。不过这只是个例，不能大范围地推广。

最终的工作时间制度，还要依照法律的规

定。”

带学生走出校园
去红船边感受历史

傅夏仙老师安排的第二站是南湖革命纪

念馆，她为大家租用了蓝牙耳机，一起听专业

讲解员讲解。

根据纪念馆讲解员的介绍，1921 年，被

迫转移到嘉兴南湖开会的 10 多位代表，就

是在南湖湖心岛的烟雨楼观望进出的船只，

确认安全后来到红船上继续举行中共一大

会议。

上课当天，南湖湖心岛的游客正多，纷纷

在红船边合影留念。傅夏仙一直站在一边，

等密集的游客散去，她带着同学们走近一些，

讲解起这艘极具历史意义的红船：“98 年前，

中共一大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船上开的，当时

里面坐了 10 多位代表，制定了《中国共产党

的第一个纲领》。从这里，我们开始起航，才

有了后来的新天地。”

“在课堂之外，尤其是在这风景优美的嘉

兴南湖，赏景之余，我感觉自己学习的兴致非

常高涨，”来自物理学系的徐宏荆同学绕湖心

岛走了一圈，“嘉兴南湖不仅风光好，而且是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有非常多的历史积

淀。作为一名浙大学生来到这里，学习‘红船

精神’，我不禁在思考自己的初心是什么，要

奋斗什么。”

“我们的思政课不仅要讲理，而且要讲

情；老师不仅要把理论告诉学生，还要让他们

在现场自己去体会、感悟、思考作为当代大学

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立鸿鹄志，做奋斗

者。”傅夏仙说，“之所以开展现场教学，就是

要让理论生动起来，让历史鲜活起来，通过现

场场景的展示让学生在直观的感受中深刻地

领会历史的必然性和理论的力量。”

她认为，整个浙江的现象、经验、人物，都

应该成为浙大学生的宽广课堂，把思政小课

堂与社会大课堂真正联系在一起。南湖的历

史和风景就展现在学生面前，以此为起点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文化自信也在学生们的脑海中渐渐清

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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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说师说

作为一名从教 20 多年的思政课老师，一

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思政课才是学

生喜欢的？我们决定成立课题组，进行教学

改革，最终形成了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教学

方案——以“七个结合”为核心的“毛泽东思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综

合教学改革模式，这一教学改革也获得了教

育部择优推广项目立项。

简单地讲，这一改革就是让学生“动”起

来，积极参与课堂教学。一开始我们还担心

学生能不能讲？后来发现学生实在是太能

讲，每个小组组员都抢着去发言，甚至出现跑

太快，两个人撞到一起差点摔倒的场景；有的

同学抢不到，没等前面同学讲完，也没等老师

叫，就跑到讲台边候着，结果形成了一个长长

的发言队伍。有时候，学生的课堂展示就变

成情景剧；有时候变成演讲比赛；很多时候都

是学生自己主持、自己打分，相互比拼。老师

“合”起来，就是组成教学团队，充分发挥每个

老师的专业优势。对学生来说，感觉挺好的，

不容易厌倦，而且获得感很强。因为学生可

能本来只选了一个老师，结果一学期下来有

4 位老师上课。相当于只点了一个菜，结果

端上4个菜，超过预期。

理论“活”起来，就是把课堂搬到农家、文

化大礼堂、美丽乡村等室外场所，让抽象的理

论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场景，于是原本抽象

的理论也变得美丽可爱起来。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傅夏仙

大学生们参观红船，感悟“红船精神”。

徐连林给学生们讲解“红船精神”内涵。

同学们在红船干部学院的图书馆。

同学们在参观南湖革命纪念馆。同学们在参观南湖革命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