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6月27日第一堂移动思政课走进全国社区服务先进社区
——海曙万安社区，到7月8日第十六堂移动思政课来到环杭州
湾智能产业园区和杭州湾跨海大桥，历时13天的“知行合一 铸
魂育人”宁波大中小学移动思政课的后续反响还在持续。

这几天，参与活动的高校思政导师们，纷纷写下自己的思
考。其中，有对活动的点赞，有对自己课程的复盘，有对尚存问
题的建议，甚至还有老师们围绕主题展开了调查。一起来看看
导师们都有哪些思考。

“2024年6月开启的16堂以标
志性交通工具为载体的移动思政
课，是宁波市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
体化建设工作在教学内容、教学模
式、教师队伍等方面做出的创新
性探索。”宁波财经学院马克思主义
学院教师姜帆认为，“对于接受思政
教育的大中小学学生而言，校园里
的课堂、巴士上的互动、教学点位上
的实践，三位一体、理实融合、教学
互促，移动的思政课成为有趣味、有
启发、有回味的大中小学思政教学
一体化创新时空……移动的思政
课，在根本意义上向全社会展示了
一种思政小课堂连接社会大课堂、
校政企合力上出优质大思政课的宁
波方案。”

这一点，也是许多思政导师们
的共识。

宁波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
师赵嘉蒂说，移动思政课打破教室
授课的模式，把上课场所搬到巴士

上，搬到生活中的场景中来，特别
好，让学生在生活中学习、在行走中
体验、在互动中感悟。

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于丽丽表示，近年来，宁波大学在大
中小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上做了很多
有益的探索，这一次，她很高兴地看
到，由宁波市教育局、共青团宁波市
委、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共同主办的
移动思政课活动，组织各方力量，实
现了在甬高校共上一堂思政课的目
标。

点赞之余，老师们还有更多的
复盘和思考。

来自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的
老师们认为，移动思政课在教学方
式创新和充分结合地方历史文化资
源的优势之外，也面临一些挑战。例
如，如何充分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如
何确保移动教学模式下的教学质
量，如何引导学生进行深度学习，这
些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有点赞 有思考
校政企合力上好优质大思政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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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们有话要说

宁波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
院的老师们在进行教学总结的过
程中，对身边的大中小学生进行
了问卷调查。调查的内容包括：对
柔石的了解程度，学生是通过哪
些渠道进行了解的，后续希望以
哪种方式进行了解等。

调查显示，同学们对宁波革
命烈士柔石的了解较少，且多数
是通过传统的书籍和报刊了解
的，在新媒体平台上了解到的较
少。老师们由此建议，要通过文献
研究、走访调研、采访等课程形
式，深挖柔石的贡献及其思想，并
合理利用新媒体，创新传播方式，
扩大其在新时代的传播影响力。

如何提升学生对红色文化的

关注度？不少老师都有自己的思
考。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潘
雪提出社区参与、举办红色文化
活动、丰富教育资源供给、创新
教育方式等建议。她认为，通过
社区活动，学生可以在日常生活
中接触和学习红色文化；通过定
期举办红色文化节、展览、讲座等
活动，可以加深学生对红色文化
的认识和兴趣；政府和社会机构
合作开发红色文化的教学资源，
可以确保教育资源的多样性和可
获取性；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
(AR)等创新教学方式的应用，可
以提高教育的互动性和体验性。

记者 王伟 李臻

思考二：
如何提升学生对红色文化的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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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一：
如何将科学家精神融入思政教育

在开课的过程中，导师们也
关注着一个问题——对于宁波优
秀的传统文化、先进的生产力和
科学家精神等，参与活动的中小
学生的认知程度是怎样的？思政
课结束之后，有的老师还就自己
关心的主题开展了调查，并提出
了具体建议。

来自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的思政导师郑盼盼，在此次移动
思政课上带领同学们开启了一场
科学家精神的探寻之旅。她带领
同学们来到周尧昆虫博物馆、院
士公园，通过参观走访、互动游戏
等方式，让同学们了解家乡的科
学家。

事实上，郑盼盼一直致力于
青少年如何学习践行科学家精神
的研究。在本次活动结束后，她提
交了题为《科学家精神融入初中
思想政治教育现状的调查报告》。
该报告调查了宁波市10所初中的
200名学生。

调查中，当被问及“你对科学
家精神感兴趣吗”时，55.17%的同
学表示“感兴趣”，20.69%的同学
表示“非常感兴趣”；29.63%的学
生认为“科学家精神与自己非常
有关系”，55.56%的学生认为“与
自己有关系”。但当被问及“你对
科学家精神的内涵是否了解”时，

表示“非常了解”的只占20.69%，
表示“不了解”的占13.79%，表示

“了解一些”的学生占44.83%。
由此可见，虽然学生对科学

家精神抱有浓厚兴趣，但对其内
涵的理解尚显不足，这反映出教
育在传递科学家精神方面还大有
可为。

针对这一现状，郑盼盼提出
了三项建议。

首先，充分利用博物馆等历史
文化资源，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科
学家精神，提高其认知水平。其次，
创作主题科普剧，通过寓教于乐的
方式，激发学生对科学的兴趣，传
承科学家精神。最后，注重内容和
形式的统一，运用青少年喜闻乐
见的数字化平台，以更贴近时代
的方式弘扬科学家精神。

郑盼盼呼吁，宁波作为“院士
之乡”，是一座具有科学家精神基
础的城市，希望通过科学家精神
的感召和指引，让越来越多的年
轻科技人投身科研事业、勇攀世
界科技高峰，让越来越多的少年
儿童怀有爱国情怀和创新精神，
对科学产生浓厚兴趣，最终在时
代发展中赓续弘扬甬籍科学家精
神，为助力宁波新质生产力发展、
为宁波建设现代化滨海城市提供
不竭的精神动力。

2

“知行合一 铸魂育人”宁波大中小学移动思政课实施过程中，
我们听到了来自高校导师、中小学生、学生家长等各方的声音和反
馈。近期，更是收到了10多位老师发来的总结报告，或长或短，情真
意切。

老师们表示，移动思政课是宁波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
的创新行动，应该持续下去。也有人建议，应该多开展此类活动，这
是践行大中小学思政课非常好的落地举措。

将丰富的社会资源转化为学生价值观教育的丰厚土壤，这堂大
思政课，任重而道远。

【后记】

同学们走进屠呦呦旧居陈列馆同学们走进屠呦呦旧居陈列馆。。

思政导师潘雪给同学们讲述张人亚的故事思政导师潘雪给同学们讲述张人亚的故事。。

移动思政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