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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收藏品，是红色文化

遗产的一部分，不仅是革命文

化的载体、独特的文化资源，而

且是一种优质教学资源。

日前，宁波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鲍

展斌把课堂搬到自己家里，把

红色收藏品引入思政课堂，向

学生展示并讲解各类红色收

藏品背后的历史故事与人文

精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与方法对案例进行分析

与点评，不仅使红色收藏品活

起来，而且使思政课变得生动

有趣。

课堂搬进老师家客厅
一屋子藏品成了教科书
一本本泛黄的藏书，一枚枚勋章，背后是感人的红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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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要不断

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

性。

当前，在思政课教学中融入红色文化的

任务尤其要紧。让红色文化遗产活起来，最

关键的因素是人，培养大批革命事业的传承

人与社会主义接班人，是学校思政课教学中

的紧迫课题。

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我们思政课老

师要积极探索红色文化遗产体验式教学模

式，使新时代高校师生自觉成为保护传承红

色文化遗产的主力军。

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鲍展斌

让红色文化遗产活起来
最关键的因素是人

师说

33年磨就一门思政课
红色藏品成了活的教科书

马克思传记连环画、毛主席像章、《矛盾

论》和《实践论》早期单行本、红军时期的借谷

证、抗美援朝时期的捐款汇单⋯⋯在鲍展斌

家的客厅里，红色收藏品铺满了一大桌子。

从22岁教课开始，鲍老师从事思政课教

学 33 年。与此同时，他还是收藏达人，特别

是对于红色文物收藏情有独钟，通过33年的

积累，目前他家里珍藏着各类红色收藏品

2000多件。

这些年，鲍展斌上得最多的一门课是《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基本原理本来就

非常抽象，如果上课还干巴巴的，便成了空对

空。为了提高学生的抬头率，上世纪九十年

代初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收藏品能不能用来

辅助教学，让课堂活跃起来？”

当鲍老师第一次将收藏品带进思政课

堂，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学生们表现

出了空前的兴趣。之后，鲍展斌经常把红色

收藏品作为思政课教学的道具，与学生们一

起分享，讲藏品背后的革命故事及蕴含的哲

学原理，引导学生传承革命文化，弘扬革命精

神，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前在学校

课堂上，我一次最多只能展示几件收藏品，今

天把同学们请到家里，可以让大家多看一些，

多了解一些。”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在这堂

思政课上，鲍老师首先拿出了珍藏的一枚淮

海战役纪念章给学生观赏，并讲解道：“陈毅

同志曾经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

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正是由于人民

群众在人力、物力方面的积极支持，解放军才

赢得了淮海战役的胜利。”

接着，鲍老师又拿出了一枚珍藏的渡江

战役胜利纪念章与大家分享：“今年是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这枚纪念章也有 70 年历史了，

它是 1949 年 4 月 21 日华东军区为纪念渡江

战役胜利而颁发的。”

“这枚纪念章背后，有一个感人的革命故

事。20 多年前，我在我老家附近认识了一位

张富清式的革命英雄。他曾经是解放军战士，

在渡江战役中光荣负伤，一只眼睛失明了，之

后他就回家务农。这位老人一生淡泊名利，坚

守初心，一辈子默默无闻，没有向组织提任何

要求。”鲍老师双手捧着纪念章，动情地说，“老

英雄把这枚珍贵的纪念章赠送给我这位专门

收藏红色文物的思政课老师，嘱咐我要传承革

命精神。70 年弹指一挥间，正是当年革命前

辈们流血牺牲，才有了新中国。”

“这些文物，见证了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

党和人民军队的大力支持。”课堂上，鲍展斌

陆续拿出各个时期的红色文物，涵盖了红军

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和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45年,毛泽东同志总

结抗日战争八年的历史经验和抗日解放区建

设经验时，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人民，

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集

中体现。从这些红色文物中，同学们应该有

了更直观的体会。”

听课学生感触良多
立志成为红色文化的传人

拿出一件件红色文物，鲍展斌侃侃而谈，

以故事的形式自然地授课，学生们听得津津

有味。

“啊”，“哦”，“是的、是的”⋯⋯眼睛、耳朵

都被带动起来了，大家时不时发出一句句走

心的感慨。一个多小时的课程，不知不觉地

过去了。

当天到场听课的同学，是宁波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马原专业研究生一年级学生，来

了十余位。他们拿着笔不断地在本子上记录

着，兴奋而又小心翼翼地翻阅着泛黄的藏书、

文献资料，仔细观看着每一枚纪念章。

学生姚雯雯说：“鲍老师讲授红色收藏品

背后的革命故事，对我们青年学生了解红色

文化遗产、传承革命精神非常有帮助。我们

要保护红色文化遗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自觉成为红色文化的传人。”

学生徐萌萌说：“从这些红色文物中，我

们真实地感受到了鲍老师对祖国的热爱，以

这种形式上课，大家都能全身心投入，我们也

能更真实地感受革命精神，更好地武装自己

的头脑。”

“通过‘与红色文物谈心’这堂课，我们深

刻领悟群众史观的真谛。通过不断学习体

验，我们将更全面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学生们你一言我一语，纷纷发言，

“鲍老师常在课堂中提到，马克思主义既是时

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马

克思主义是需要不断创新发展的。理论的生

命力，在于一代又一代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理解和传承、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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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看“有风

景的思政课”

鲍老师请学生们来家里上课。

每一枚勋章的背后都是感人故事。

学生们认真地记着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