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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近500名学生登上“思政
巴士”。同学们有的跟着思政导师来
到社区，探索社区治理现代化；有的
来到院士公园、周尧昆虫博物馆、人
体生命科学馆等地，展开科学家精神
探索之旅；更有同学追寻红色足迹，
来到张人亚党章学堂、宁波市军队离
休退休干部服务管理第一中心等地，
聆听爱国故事。

一次次实地探访，走进宁波的大
小地标建筑，在宁波办思政课，都有
哪些“得天独厚”的深层条件？

宁波有底蕴深厚的红色根脉，脚
下的这片热土，红色遗迹星罗棋布。
一草一木，一砖一瓦，见证那段峥嵘
岁月，铭记那些革命先烈，共同汇聚
成四明大地革命先辈的精神谱系；

宁波有创新探索的科学家精神，
素有“院士之乡”美誉的宁波，诞生了
众多杰出的科学家。他们在各自的领
域取得了卓越成就，为国家的科技进
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宁波有与时偕行的宁波帮群体，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他们体现出的开
拓创新、开放包容的精神品质，始终
将自身前途和祖国命运紧密联系在
一起的家国情怀，未曾改变。

宁波有颇具典型的先进生产力，
连续15年位居全球货物吞吐量第一
的宁波舟山港，全国首个国家级制造
业单项冠军逾百的城市，让宁波在面
向未来的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上，有
了持续发力的良好基础。

“干在实处，知行合一”是宁波文
化的底蕴，也是宁波学校思政课建设
的重要原则。宁波社会经济发展迅

速，甬城大地文化底蕴深厚，“红色根
脉”资源丰富，充分利用这些宝贵资
源，把城市作为大思政课的重要组成
部分，将课堂开在四明大地上，让学
生们在实践中感受思政教育的魅力，
真正实现思政教育的知行合一，才能
培养出有理想、有担当、有情怀的新
时代人才。

在“寻访松岙三杰”移动思政课
上，奉化区居敬小学四年级学生马俊
瑛和沈旭杨一路上拿着笔记本，十分
认真地记录着，甚至详细地画下了卓
兰芳当年被关押的监狱，因为他在狱
中的坚贞不屈给孩子们留下了深刻
印象。沈旭杨说，这次思政课最大的
收获是，知道了在奉化松岙还有这样
的英雄人物。

“孩子回家以后跟我说她觉得很
震撼，她看了介绍卓兰芳的小电影和
展出，才知道原来在我们的身边，有
这样奋不顾身的革命先烈。”马俊瑛
妈妈告诉记者，女儿回家跟她聊起了
自己对这堂思政课的感受，用了“震
撼”一词。

带着求知欲，高新区求精书院的
学生们实地参观雅戈尔5G智能工
厂、宁波市智造创新会客厅，现场，聆
听了思政导师和专家的介绍，甚至还
沉浸式体验了其中的小项目，同学们
眼中原本抽象的词语变成了现实。

在这样的思政课上，有前沿、有
热点、有激情、有挑战，为学生们提供
了一个全面了解国家、社会和自我的
平台。通过这样的“课堂”，学生们不
仅学到了知识，还更易培养出理想、
担当和情怀。

“宁波帮”探索之旅是16条
线路之一，开发课程的是宁波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杨曼。
杨曼还在课前课后做了小调查，
对比感知教学效果。

参与思政课的 27 名小学
生，此前了解“宁波帮”的主要渠
道是电视、书籍、手机等媒体（11
人），其次是老师或父母（6人）和
学校教育（4人），少有学生参加
类似的思政课。询问他们更想
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宁波帮时，27
人中 25 人选择“宁波帮博物
馆”，最期待的环节是互动游戏
（5人）和校外参观（21人）。

思政课后，同学们对宁波帮
的认识从“听说过”变成“感悟
到”。20名小学生对宁波帮的
最大感悟是“爱乡爱国”，7人选
择“敢闯敢拼”。

这样的思政课，让小学生还
想“再来一次”“希望参观时间再
长一些”，让大学生为小学生宣
讲“宁波帮”时感受到“吸收内化
再输出的过程，也是深化认识再
受教育的过程”。

第一次参与大中小学思政
一体化课程的杨曼觉得，这是有
益的尝试，基本达成教学目标。

在从高丽使馆遗址到中国
港口博物馆的海丝文化探索之
旅中，来自海曙区高桥镇宋家漕
小学的30多名孩子，不仅知道
了什么是海上丝绸之路、宁波作
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的历
史沿革，还在指导老师乔文奇的

引导下，思考海洋在人类文明进
程中的重要性，建设海洋强国的
重要意义。

“我想成为一名人民海军！”
“我想成为航母上的舰载机飞行
员！”“现在的海洋污染严重，我
将来想去保卫海洋！”说到未来
的理想时，好几名学生这样说。

“我们学校将以此次巴士思
政课为新的起点，不断优化教学
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强化师资
队伍建设，进一步密切与社会各
界、中小学的联系合作，努力构
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思
政教育新格局。”浙江工商职业
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靖国华如是说。

而在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思政导师余瑜看来，把书本上、理
论上的知识，演绎到现实生活和
场馆中，移动思政课是一次非常
大胆的创新。在行走中激发了孩
子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也让老
师们有了更深的思考。

评论员“陌上青”对移动思政
课大为点赞，他说：“如何提升思
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移动思
政课找到了一种好的途径，那就
是立足宁波大地办思政课，打破
传统课堂的界限，让思政课通过
巴士流动起来，活跃起来，生动起
来，让思政教育看得见，摸得着。”

“立足宁波大地办思政课，
未来我们还要思考，如何把思政
课办得更大更好。”活动相关负
责人表示。

从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
记亲自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到中共中
央、国务院两次印发关于思政课
的规范性文件，可以说，思政课
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

因为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人的思想，把信仰的种子播撒进
青少年心中。

“成为军人，保家卫国。”7
月4日，移动思政课来到位于宁
海城西的柔石纪念馆。一堂课
毕，宁海县梅林第二小学学生林
皓宇在签名板上郑重地写下了
这样的愿望，“听完思政老师讲
述的柔石故事，我的内心更加坚
定。”

16堂移动思政课上，像这
样的感触还有很多。

“今天在老闺蜜咖啡馆里，
我懂得了居民不仅仅是喝咖啡，
更是在这里传递感情，这种美好
的生活值得珍惜。”包宸睿同学
在感受了万安社区的现代化治
理后说。

“我突然发现科学家离我
们有多近，榜样就在我们身
边。”高新区实验学校孙心愉同
学在参加了科学家精神探索之
旅后说。

一棵树，根正了才能长得
好，思想教育就是“根”上的教
育。对于青少年而言，思政课耕

耘的是“思想的田野”，破解的是
“青春的困惑”，扣好的是“第一
粒扣子”。

移动的思政课，究竟带来了
什么？

它将课堂搬到了实际场所，
使学生们能够在实践中学习和
体验；鼓励学生们参与讨论、分
享感受，增强了课程的吸引力和
实效性；紧跟时代步伐，结合当
前的社会热点和国家发展，使学
生们能够感受到自己与国家、社
会紧密相连。

“如何上好新时代思政课，
是新时代对学校教育提出的新
课题。坚持‘开门’办思政课，把
思政融入生活，让社会生活走入
思政课，让青少年在社会大课堂
中去看、去听、去感受，这对于激
发青少年学生的理想、信念和热
情，具有重要的意义。”全国万人
计划教学名师、浙江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二级教授马建青认为，

“巴士思政”不只是课堂换了一
个空间，更是创新了思政的育人
空间，值得大家借鉴。

“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
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一
个灵魂。”这是教育的本质，更是

“大思政”的意义所在。
记者 章萍 袁先鸣

李臻 王冬晓 王伟 朱琳 文
记者 张培坚 摄

数
次
探
访
挖
掘
宁
波
大
地
思
政
﹃
内
涵
﹄

2

多
方
点
赞
移
动
思
政
课
﹃
入
脑
入
心
﹄

3

反
复
实
证
我
们
为
什
么
需
要
这
样
的
思
政
课

4

思政导师陈佳眉带领孩子们来到柔石故居纪念馆思政导师陈佳眉带领孩子们来到柔石故居纪念馆。。

在宁波智造创新会客厅在宁波智造创新会客厅，，感受新质生产力感受新质生产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