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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郑远

“让我们从园林叠山中一窥中国

文化对生命精神的尊崇。”近日，宁波

大学潘天寿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教师

徐入云把“景观建筑学”课堂搬进了天

一阁，并将教学片段制作成短视频《动

势叠山与生命精神》。像这样的思政

微视频，宁大的“宁大潮音”思政微平

台每年都会推出百余个。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

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明确提出以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把道理讲深

讲透讲活，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

内涵式发展，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

性和吸引力。

以“力量根基”定位三种文化形态

在思政课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明

确了文化赋能思政课建设的鲜明导

向。新时代新征程上，我省教育系统

始终注重借力“文化赋能”，创新思政

课“打开方式”，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

一粒扣子”，努力培养更多让党放心、

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

新人。

丰富文化课堂
以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精神根脉
走在衢州第一中学的校园里，随

处可见传统文化元素：校史博物馆内

便能见到“敦品励学”孔子像，“静岩回

音”主题微公园展示着一件件学生的

艺术作品……

与其相配套的，是学校充满浓浓

古诗词味的政治课程：在讲解价值、等

价交换等内容时，教师引用宋代蒨桃

的《呈寇公二首》；谈及国家、阶级等较

为抽象的知识点时，巧妙利用《悯农》

《蜂》等古诗，展示古人对这些问题的

认识；尤其是在文化领域的教学中，通

过一系列跨学科主题活动，引导学生

在古诗词中了解民俗与传统文化，感

受中华民族探索自然、天人合一、注重

家庭等优秀传统。

“古诗词可以更为生动、直观地表

达抽象的思政内容。学生在欣赏、感受

和学习诗词的同时，可以树立正确的价

值观。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探索贴合

中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的内容和方式，打

造既有文化味又有知识性的大思政教

育课程。”该校政治教师何芬表示。

带领学生探访良渚博物院等社会

课堂，在真实体验中解读历史、感悟文

化；通过项目化学习展开对良渚文化

的学习、理解与探究……这是杭州市

余杭区理想实验学校打造的“良渚文

化思政课”。课程帮助学生站在人类

历史变迁的图景中，体会千年良渚的

文化内涵。

省内各地各校的思政课始终坚持

“两个结合”，不断汲取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丰富养分来滋养学生心灵，用

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教学。“学生对临

安‘钱王故里’有一定认知，却不了解

吴越国历史。”“对钱王的思想理念和

钱氏家训仅有少量了解。”……这是杭

州市临安区衣锦小学教师对学校三至

六年级1170名学生开展问卷调查后

得出的结论。综合分析后，学校开发

了校本课程“‘艺’起学钱王”，改变传

统德育课的教学模式，以美育为抓手，

将绘画、雕塑、书法、篆刻、民间工艺、

道具制作等学生喜爱的美术形式，融

入项目化学习的各个环节，激发了学

生的兴趣。

目前，临安区已研发20门富有地

方特色的中小幼地方思政课程，均成为

“双减”以来课后服务的热门课程，当地

还编撰形成涵盖各学段各学科、总字数

达23万字的《课程思政优秀教学设计

选编》，用一堂堂充满文化韵味的精彩

好课，唤醒深藏在每个青少年血脉深处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基因。

加强红色实践
在革命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
“好吃吗？”“嗯。”“你蘸的什么

呀？”“糖！”这段对话发生在义乌市分

水塘村的一间柴房里。1920年春天，

陈望道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共产党

宣言》翻译成中文，在字斟句酌中错把

墨汁当红糖，吃了满嘴而不自知。

5月12日，浙江大学历史学院中

国近现代史研究所研究生党支部将思

政课堂搬到陈望道故居，一起重温“真

理的味道”。这是该支部刚刚启动的

“浙大先锋力量”寻访行动。师生们将

发挥专业所长，通过田野调

查、档案搜集、资料汇编等，制

作完成“浙大红色文脉故事”

系列党课。

据了解，我省各地各校努

力将红色资源转换为生动课

程和育人力量，让学生在场景

叙事、沉浸式体验的过程中聆听革命故

事、感知革命文化魅力、体验革命文化

力量。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嘉兴的

红色旅游持续升温，不少游客来到嘉兴

接受红船精神的熏陶。他们的旁边总

有一名面庞稚嫩却目光坚定的“红领

巾”——嘉兴“红船小讲解”。自2017

年起，每逢节假日，“红船小讲解”都会

活跃在嘉兴红色旅游路线的各个点位

上。300余名参与常态宣讲的少先队

员成为嘉兴建设“行走的思政课”品牌

的主力军之一，更是这座城市弘扬和践

行红船精神的小小使者。

以革命文化培育思政课红色底

色，不能坐而论道。各地各校结合办

学实际，丰富载体，持续推出系列活

动。浙江海洋大学开辟了蚂蚁岛红色

专线“大思政”创新实践活动，让学生

走出教室，在蚂蚁岛开展现场体验式

教学；台州将大陈岛垦荒精神融入德

育、实践活动全过程，组织“垦荒+研

学”“垦荒+劳动”等实践活动；浙江传

媒学院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连续3年

开展“为百位烈士画像”公益活动，让

学生跟着教师参与，一同倾听、挖掘、

记录、传播烈士们的故事，共同缅怀这

些最可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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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植思政课的“力量根基”
浙江以优质文化资源赋能思政课建设

浙江大学近日推出原创思政舞台剧《星
辰·大地》。该剧演绎了竺可桢、王淦昌、程开
甲、林俊德等人心怀“国之大者”，奋力“走在前
列”的感人事迹。《星辰·大地》由浙大大学生综
合素质训练平台——美育中心的师生共同创
作，来自20多个院系的100余名师生参演。

（本报通讯员 柯溢能 俞 波 摄）

浙大思政舞台剧上新浙大思政舞台剧上新

本报讯（记者 江 晨）5月21日，

浙江省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4）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启动仪式在

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举行。省委教

育工委委员，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

长陈峰出席活动。

陈峰指出，近年来，全省高校全

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第三届中国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青

年红色筑梦之旅”大学生的重要回信

精神，积极促进青年大学生创新创

业，开展形式多样的“红旅”活动，将

“红旅”打造成融党史教育课、国情思

政课、创新创业课、乡村振兴课、红色

筑梦课为一体的“立德树人”大课

堂。在新一轮“红旅”开启之际，陈峰

提出三点想法：一是根基在历史，只

有扎根历史、传承文明，赓续革命红

色精神，不断增强文化自信，才能更

加有力有效地创新创造；二是使命

在未来，要树立远大志向，保持昂扬

斗志，将人生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征程融为一体，做新时代的建设者、

见证者；三是作为在现在，要进一步

走近人民群众、深入社区乡村、投身

劳动实践，把筑梦之旅变为追梦之

旅、圆梦之旅，努力为培育和发展新

质生产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推

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贡献青春和

智慧。

启动仪式展示了近年来“红旅”

活动开展情况，来自浙江工业大学、杭

州师范大学、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浙江

同济科技职业学院的历届优秀项目学

生代表讲述了服务现代农业、美丽乡

村建设、弱势群体帮扶等方面的“红

旅”故事，分享了参加“红旅”活动的成

长感悟。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是中国国际

大学生创新大赛（2024）活动之一，旨

在引导广大高校师生厚植家国情怀，

深入基层一线，为服务科技创新、乡村

振兴、城市社区治理、城乡融合发展注

入青春动能。此次活动由省教育厅、共

青团浙江委员会、省科学技术协会、省

学生联合会主办，相关职能部门负责

人和全省高校师生代表等现场参加启

动仪式，线上直播观看近30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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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高质量创建
儿童友好城市

本报讯（通讯员 沈虹阳 沈 青）启动儿童友

好研究中心社区试点项目、首发游学路线“禾你童

行”公交专线……自去年4月入选第二批建设国家

儿童友好城市名单以来，嘉兴坚持红色引领，汇聚

“童心”能量，打造儿童为主、参与实践的嘉兴样

本。不久前，该市的儿童参与案例入选了《儿童蓝

皮书：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24）》。

一年多来，嘉兴在全国率先发布了《嘉兴市儿

童观察团实践指南》《儿童观察团建言手册》，高标

准制定《儿童参与工作指引》，与嘉兴南湖学院等高

校携手成立全省首家儿童友好研究中心，组建专家

智库，征集评选87项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专项研究

课题。

嘉兴积极打造“红色润童”“红船少年说”“红

船少年模拟政协建言”等地域特色品牌。以“红色

润童”为例，嘉兴聚焦红色基因传承，推出“红船小

讲解”“红船小记者”“红船小萌管”等精品项目。

为给儿童创造更多的学习空间，嘉兴绘制了儿

童友好“打卡地图”，推动文旅研学资源“一图统

览”。成立市红色教育中心，围绕“首创”“奋斗”“奉

献”3个主题，串联全市70个现场研学点，发布21

条红色研学精品线路。依托全市220余个生态阵

地，建设“青·自然”课堂等研学品牌，招募“绿色体

验官”，常态化开展生态研学。2023年以来，累计

开展研学300余场，2.3万人次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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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开创新时代
思政教育新局面

坚持正确导向，
推进学校思政课建设

本报讯（浙江日报记者 翁浩浩）
5月23日上午，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

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精神，研究审议我

省教育系统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部署

下阶段重点任务。

省委书记、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易炼红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长、省

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浩和省领

导王成、卢山、尹学群出席。会议听取

了全省教育系统党建工作情况等汇报，

审议了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2023年

工作总结和2024年工作要点等；领导

小组成员单位书面汇报2023年履行教

育相关职责工作情况。

易炼红充分肯定去年以来省委教

育工作领导小组和全省教育系统工作

成效。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

教育事业，对教育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

要论述和重大决策部署，为我们建设教

育强省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要加快推动我省教育改革发展稳步提

速、稳进提质，着力放大特色优势、补齐

短板弱项，以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的新成

效为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提供强大

动能支撑。

易炼红强调，要明方向、强担当，进

一步深化对教育强省建设的规律性认

识，深刻认识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战

略属性、民生属性，努力培养堪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塑造浙江面向现

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竞争优势，

让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

人民。要抓重点、求突破，把教育强省

建设步伐迈得更准更快更稳，聚焦夯实

教育工作根基，着力加强党对教育工作

的全面领导，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教育

方针，提升学校党建工作实效，营造风清

气正育人环境；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创新完善大思政工作体制机制，坚持用

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推动“大思政

课”内涵式发展，全面落实“五育”并举教

育要求；聚焦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加快

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持续推进基础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强化高等教育龙头地

位作用、拓展职业教育成长成才通道；

聚焦提升教育服务能力，纵深推进教育

领域改革开放，在引领高能级创新、引

育高素质人才、打造教育开放标志性成

果上有新突破，推动教育事业加快跃

升、稳步前进。要优机制、强保障，不断

形成履职尽责抓教育、齐心协力促教育

的更大合力，完善教育工作领导机制，

守牢校园安全底线红线，结合“三支队

伍”建设加强教育人才队伍建设，为教

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易炼红在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

明方向强担当 抓重点求突破 优机制强保障
加快推动我省教育改革发展稳步提速稳进提质

王浩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