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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学党史，童心永向党。中小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需要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一颗热
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红色种子，为青少年增添新时代的光荣。在上海，一系列“沉浸式”学习教
育方式，用孩子们看得懂的文字，听得懂的语言，在场景中教，在游戏中学，在演讲中悟，在“时空对话”
中传承红色基因，增进爱党爱国情怀，让红色的种子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

形式沉浸
“亲身参与”

让党史教育入脑入心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党史
学习中，如果能亲身参与，感悟无疑
会更深刻。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上
海闵行田园高级中学戏剧工作坊的
同学们展演了《红岩》片段，得到了
著名表演艺术家吕凉的点评和指
导。而排演这出话剧，就是引导师
生们以史鉴今，知史爱党。

无独有偶，松江区的一部校园
原创音乐剧《小小红船 巍巍巨轮》
也进行了首演。这部音乐剧共分为
四幕，红船精神——开天辟地：从红
船出发；长征精神——顶天立地：长
征红军魂；两弹一星精神——震天
动地：戈壁响惊雷；启航新征程——
欢天喜地：荣耀新时代。少年们努
力述说着这段激荡百年的岁月与松
江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之间的渊源，
也让观众感受了一场责任与信念、
历史与文化的视听盛宴。

小小红船、巍巍巨轮，承载着时
代的责任与使命，这是最好的爱国
主义教育和集体主义教育，也是最
好的红色记忆寻根之旅。

以青春之我 耀信仰之光
让党史与Z世代“零距离”

情境沉浸
“时空对话”

增进爱党爱国情怀

中共一大会址、遵义会议会址、
红军长征爬雪山……伴随着老师的
讲解，这些书本上的场景在全息投
影屏上“活灵活现”地呈现在了眼
前。刚刚过去的这个学期，卢湾高
级中学高一（8）班的学生们在5G全
息智慧教室里上了这么一堂鲜活、
生动的思政课，而且是与远在千里
之外的遵义五中的同学们一起上
的。

因为有了5G和全息技术的“加
持”，课堂上，当思政老师梁阅讲到
中共一大召开的相关内容时，中共
一大会址就立体地出现在了学生面
前，中共一大纪念馆的讲解员何老
师也在全息屏幕上“现场”讲解。

课堂是中小学生党史学习教育
的主阵地，而像这样的“时空连线”
和“时空对话”在上海的中小学并不
少见。今年六一儿童节，位于上海
普陀区的新黄浦实验学校的学生们
就连线了位于井冈山脚下的上海新
黄浦井冈山希望小学的小伙伴，并
一起学习了党史。

场景沉浸
“实景上课”
坚定理想信念

党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如何
让学生们在学习中有更深刻的领
悟？不少学校将课堂“搬”出了学
校，让学生们“实地”上课。

黄浦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山学
校思政教师忻静玥把思政小课堂
搬到了社会大课堂——带领学生
到“远望 1 号”测量船上去上课。
头顶蓝天，脚踩甲板，在这样的“实
景”中上课让学生们非常兴奋，他
们也更加坚定了要把个人梦想和
实现中国伟大复兴梦融合起来的
理想信念。

同样是“实景”思政课，金陵中
学把课堂“搬”进了劳模展厅。在这
堂思政学科与劳技学科跨界融合的
实景教学课上，除了学校的思政老
师，还有劳模现场授课。

市十中学的高三毕业生代表和
预备年级的优秀共青团员则在中共
一大会址前上起了微党课，高三毕
业生荀涛说，与在教室里听课相比，
真正站在这栋石库门前听中国共产
党的成立过程感觉更震撼。

刚刚过去的这个学
期，如果要问印象最深刻
的一节课是什么，卢湾高
级中学高一学生曹锦荷
会回答是与遵义市第五
中学的同学们一起上的
那堂有5G和全息技术“加
持”的思政课；而新黄浦
实验学校的学生们则忘
不了与井冈山脚下的小
伙伴们连线的场景……

百年党史蕴含着丰
富的“育人元素”，为了用
青少年熟悉的话语和喜
闻乐见的方式给他们讲
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
事、英雄的故事，上海各
中小学在形式、内容上不
断探索、创新，让学生们
在“沉浸式”的学习中传
承红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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