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评价：微课干货特别多，很下饭

黄浦区红色资源丰富，已查明的革命遗址遗迹有

140多处，数量位居全市第一。2018年，为把红色故

事讲好，黄浦区委宣传部、区教育局打造了微课“顾老

师讲红色故事”，每集8~10分钟，大同中学历史老师

顾博凯成为主讲人。

第一季微课中，顾博凯在查阅了大量文献和回顾

优秀纪录片的基础上，确立了聚焦建筑、展现人物风

貌、突出关键时刻、讲好深刻影响这些模块与重点。

从近代上海得天独厚的自然人文环境入手，将中共一

大会址的传奇故事和一大代表的不凡经历展现在广

大学生面前。

“目前‘顾老师讲红色故事’已经完成了三季，共

16集。按照计划，今年年底我们会完成第四季的拍

摄，寒假期间正式推出，以方便学生观看学习。”顾博

凯介绍说，微课第一季、第二季都只是聚焦一个红色

遗址遗迹，第三季则通过一个点来辐射到多个点。而

即将拍摄的第四季，也会有些变化。

“前三季聚焦的基本是解放前的黄浦和上海，第

四季我们将主要聚焦解放之后上海的一些变化，从内

容上可能更接近孩子们的生活。我们也会根据新的

课程标准，加入一些与课堂当中学的内容可以相融通

的内容。希望通过这个微课，让同学们在历史学科学

习的方法、思维方面能有收获。”顾博凯说。

“顾老师讲红色故事”自推出以来，受到了广泛欢

迎，吸引了不少学生“忠粉”。“在高中之前我就已经听

说过‘顾老师讲红色故事’，没想到进了高中之后，顾老

师正好就是我的历史老师。”复旦大学历史系学生金昭

佑是大同中学毕业生，高中期间她赶上了第三季“上

新”。金昭佑说，系列微课对高中生历史学习非常有帮

助，“虽然它时长不长，但干货特别多，很下饭！”在金昭

佑看来，顾博凯上课非常幽默风趣，学识也很渊博，因

此历史课成为她每天最期待的一门课，“他总是能把历

史知识用非常诙谐幽默的方式讲给大家。”

教学生学会思考历史、分析历史、看待历史

在很多人眼中，历史这样的学科就是“背多分”——

只要背得多，就能多得分数。真是这样吗？历史课应

该要怎么教？顾博凯认为，历史的教学方法也应该

是动态变化的。

刚参加工作时，顾博凯面对的是出生于1992、

1993年的学生，只要老师把问题和一些事件分解清

楚，学生听明白了，也就觉得这些知识掌握了。“他们

的学习方法或学习动力跟00后是不一样的，现在的

00后，随着眼界的开阔及网络的发展，他们获取信息

的方法要多得多，所以在教授他们的过程中，以传统

或者以往以老师讲为主的方式就不再那么吸引人了，

因为这些内容他们从网上都可以获取，没必要听你

讲。所以现在上课时，更注重学生的一种体验。”顾博

凯说。

在最初拍摄、制作“顾老师讲红色故事”微课时，

顾博凯并没有想过能对自己的课堂教学有多大作用，

但随着拍摄制作的不断深入，他对党史的了解更深

刻，对细节、内容的把握也更多，反馈到课堂上，当他

给同学们讲述党史内容时，就比以往更生动。系列微

课都是实地拍摄，在上课时遇到相关的内容，顾博凯

就带着学生去涉及的红色遗址遗迹参观学习，这形成

了课内课外的联动，课程也变得更加生动。

比如，在讲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相关历史知识

时，顾博凯先让学生上课、看视频，然后带他们去了南昌

路100弄2号的老渔阳里。站在二楼窗前，他让学生观

察：“你们看，站在这里可以看到弄堂左右两侧的出入

口，一楼开会的时候，只要有人站在这里，一旦弄堂两侧

有什么危险情况能一眼看到，就可以及时提醒。”顾博凯

还让同学们观察石库门的建筑特点——由于前后相通，

从南昌路100弄进去，经过一个厨房，穿出去就能到另

外一幢建筑。“所以，石库门能够成为革命的庇护所，除

了‘在租界中’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原因外，与其本身房

屋的构造和弄堂的建设也是有些关系的。”

在顾博凯看来，这些内容在课堂上讲，学生不一

定能完全理解，但到现场一看就很直观，“要让学生多

去体验，体验之后觉得跟老师讲的是一致的，或者老

师说的在体验中感受到了，他们才会信任老师，进而

更认真听取老师在课堂上传授的知识。”

顾博凯坦言，历史学科不是“背多分”，通过一定

的设计与引导，也可以是“高言值”课程。“古代史可以

让孩子们到博物馆去看文物，近现代史一方面可以将

保留下来的遗址遗迹作为教育学习的素材，另一方面

也可以通过老一辈的口述史来学习。”他透露，“顾老

师讲红色故事”第四季将开展一些活动，让学生听家

里长辈谈谈改革开放以来的变迁，或者从一个家庭的

角度来看社会发展，“这会让他们觉得，历史并不是一

个过去的事情，而是对现在仍有着深远的影响，是一

个一脉相承、彼此相继的过程。作为一名历史老师，

我希望学生不仅在我的课堂上收获历史知识，更要学

会去思考历史、分析历史、看待历史，让他们对人生

观、价值观、世界观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学历史光靠“背多分”怎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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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浦区，说起红色故事，很多学生立即会联想到微课——“顾老师讲

红色故事”。这个由上海市大同中学历史教师顾博凯姓氏命名的红色全媒

体微课，如今已推出了三季，16集节目深受广大学生和青年网友的喜爱，甚

至有不少人“催更”。而作为主讲人，从教14年的顾博凯也成为不少学生口

中的“网红”老师。

“我希望我这个‘网红’是通过网络来传播红色文化，希望这个‘红’能

够体现我传播内容的正能量。”顾博凯说。

顾博凯（右）在拍摄“顾老师讲红色故事”现场。

顾老师与学生在课堂上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