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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当未来光学、大气防治、
医疗器械、基础数学这些学科专业
内容走进思政课堂，当思政课的主
体从专业教师变为身边同学，“专业
中的思政”和“课程中的思政”相结
合，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上理工

“新时代·中国说”大学生讲师们给出
了精彩回答。

前天上午，上海理工大学“新时
代·中国说”首届大学生讲师选拔赛
决赛在学校大礼堂举行。来自学校
15个学院的18支团队通过竞讲选
拔，从而角逐上理工大学生讲师的席
位。

据了解，让大学生给大学生讲思
政课，是上理工思政教育改革创新的
举措之一，全体在校本科生、研究生
和留学生可自愿组团参赛，立足自身
专业背景，讲述所学专业所在领域的

发展动向和自身专业为社会进步、国
家发展所能带来的贡献。

“如何去除温室气体？如何改变
能源体系？如何对未来存在的资源
与经济体系进行预测，以及对未知的
污染进行预防？作为一名环境人，我
们要了解环境污染的成因，要依托专
业对环境污染进行修复。”现场，来自
上理工环境与建筑学院的陈吉悦正
在讲述自己守护绿水青山的初心。

在大学生讲师选拔赛的讲台上，
选手们有的从专业价值出发，挖掘出
专业的美；有的从专业发展出发，绘
制出专业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的演变
历程；有的则从专业贡献出发，展现
出专业给这个时代带来的伟大成就。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常
务副院长张学典表示：“‘新时代·中
国说’首届大学生讲师选拔赛既能让
学生参与进来，真正发自内心地热爱
祖国、热爱专业并主动传播，也能让

学生通过主动学习了解专业的发展
前景，明确学习目标，激发学习积极
性，建设良好学风，同时搭建平台，增
强学生综合素养。”

在比赛的准备阶段，思政教师、
专业教师、辅导员共同对学生团队进
行指导和辅导。参与马克思主义学
院学生团队指导的思政教师王素雷
谈到，“这不仅是思政教育的一次重
要创新，也是‘三全育人’的有效探
索，为思政理论课教师、专业教师和
辅导员实现全员育人搭建了优质平
台。”

在准备比赛的过程中，学生思路
不清晰，老师给予专业指导；表现形
式不丰富，找老师共同商议。一遍遍
构思主题、一次次解读专业、一场场
地去传播新时代专业未来的使命与
贡献。理学院“数字背后的‘制绘中
国’”学生团队回忆到：“在与指导老
师探讨中，我们把写好的稿子改得

‘面目全非’，从收集、构思，到试讲、
配合，能够感受到专业里的价值与意
义，体悟作为大学生的责任和使命。”

据了解，“新时代·中国说”首届
大学生讲师选拔赛自12月5日启动
以来，得到了上理工学生的积极响
应，通过线上线下推广，学生知晓度
90%以上，有 2000 余名学生参与报
名，最终来自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
院、环境与建筑学院、医疗器械与食
品学院、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的5支团队从中脱颖而出，获得大学
生讲师席位。

青年报记者获悉，下学期，上理
工大学生讲师团还将走上形势政策
课讲台，为大学生讲授思政课，用专
业实践、鲜活事迹和生动故事，感染、
影响、教育身边的同学。此外，学校
也打算邀请上海市高校和长三角高
校组织联赛，将这一创新的思政教育
模式进一步推广。

上海理工大学选拔“学生讲师”教思政课

9位上海青年讲师团成员
演绎精彩“微团课”

活动中，9位来自上海青年讲师
团的课题组代表运用生动的语言、鲜
活的故事，结合学习研究成果，为现场
观众呈现了一场场精彩的“微团课”。
他们中有地区、高校和企业的团委书
记，也有奋战一线的优秀青年典型。

徐汇团区委书记葛银锋讲述的
《新中国初期建设成就》，令人动容：
钱学森的挚友郭永怀，钱学森1956
年写信让他“快来，快来”回国。回国
后主要投身核弹研制工作。1968
年，他从兰州飞往北京即将着陆时发
生失事。在事故现场，人们吃惊地发
现他的遗体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
起。烧焦的两具遗体被分开后，中间
掉出一个装着绝密文件的公文包，竟
完好无损。他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了
对我国科研事业极为重要的资料。

钱学森痛惜挚友离去，他在《写
在<郭永怀文集>的后面》痛心写道：

“就那么十秒钟吧，一个有生命、有智
慧的人，一位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应用
力学家就离开了人世；生和死，就那
么十秒钟！”郭永怀被追授两弹一星
功勋奖章，也是唯一以烈士身份被追

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
比赛中，大家各自选取切入点，

精心设计，将火烧赵家楼、钱学森回
国、侯家沟的水和妇女生育问题等史
料从时间维度娓娓道来。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青浦团区委
书记沈竹林凭借其绿色主题，以《我
爱你，美丽中国》摘得冠军。他从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
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金句作为切入点，
通过详细的数据、生动的照片和精彩
的图片阐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
力度和成效，并号召广大青年从自身
做起，从做好垃圾分类的小事做起，
共同向美丽中国迈进。

“‘微团课’是青年思想引领的新形
式，思想资源的充实和纳新是基本前
提。”比赛评委、《青年学报》主编刘宏森
教授现场点评道，“微团课”要以内容为
王，资源来源多方面。向青年群体要优
质思想资源，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是
一种创新。而讲师团的重点是要传播
新思想内容，并进行转化和梳理。

刘宏森认为，如今的青年见多识
广，但他们信息来源杂乱似是而非；
他们学历高，但独立思考能力未必水
涨船高。所以，团课不好上，“微团

课”更不好上。“9位青年才俊各有亮
点，都讲得不错，深受教育。参赛作
品选题多样，涵盖现实、历史、爱国、
责任等多方面内容，有助于广大青年
宽视野，厚知识，辨是非，明责任。”

讲师团2018年全年
开展理论宣讲1800余场

活动总结了2018年上海青年讲
师团工作，检验了讲师团理论学习研
究成果和宣讲水平。团市委副书记
丁波以及沪上理论研究领域专家、上
海青年讲师团成员以及团员青年代
表200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团市委副书记丁波表示，希望上
海青年讲师团进一步提升政治性，生
动性和长效性，探索国际化大都市背
景下青年讲师团工作的新模式，创新
理论传播的方式方法，不断将青年讲
师团工作做优、做深、做实。

据悉，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海团市委以团干
部为骨干，与青年理论工作者和优秀
青年榜样典型共同组建了上海青年
讲师团，进企业，进校园，进农村，进
社区，广泛开展政治理论和形势政策
学习、研究与宣讲活动。

讲师团以课题组为基本单位，课
题涵盖了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
会、生态等各领域建设发展情况以及
新时期上海建设新成就和新目标，党
史国史团史、英雄楷模人物生平事
迹、社会热点问题等。旨在帮助青少
年进一步熟悉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
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国梦的探索史、奋
斗史、创业史和发展史，同时引导广
大青少年学习楷模、坚定信念，进一
步引导青少年坚定不忘初心紧跟党
走的理想信念，明确肩负的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责任与使命。

2018年，上海青年讲师团共开
设课程41门，面向全市各级团组织
发布课程菜单并直接配送课程，实现

“预约-宣讲-评价-反馈”的闭环管
理。讲师团全年开展理论宣讲1800
余场，覆盖团员青年12万人次。

青年报记者获悉，为迎接五四运
动100周年，“渔阳里”团中央机关旧
址纪念馆将进行整体改造，并于明年
五四期间重新亮相。改造后的“渔阳
里”将打造成团内重要的学习宣传阵
地。届时，团市委将以上海青年讲师
团为主要力量，在“渔阳里”常态化开
讲“微团课”，让更多青年有机会接触
党的思想，接受团的教育。

团市委举行上海青年讲师团总结展示活动

用历史故事演绎精彩“微团课”
《五四运动概论》

《争当优秀团员，争做延
安精神的践行者》《新中
国建设初期成就》《我爱
你，美丽中国》……团干
部们用一个个历史故
事、一段段革命篇章，演
绎一堂堂生动鲜活的

“微团课”。昨天，上海
共青团“渔阳里”微团课
大赛暨2018年上海青
年讲师团总结展示活动
在复旦大学举行。

青年报记者 郭颖
9位课题组代表分享精彩故事。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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