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高校全覆盖开设“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概论”课，中小学开设导学、导读
和主题活动课程。沪上大中小
学正结合新时代伟大成就，善用

“大思政课”，推进思政课一体化
建设。

2019年至今，华东师范大
学连续多年牵头举办“讲台上的
新思想”上海市大中小学思政课
一体化建设教学观摩系列活动；
举办6届全国性大中小学思政
课一体化建设学术研讨会，探索
形成整体构建、依次递进的进阶
式教学设计，着力为思政课一体
化教学打造示范样板，也日益点
亮一体化教学观摩品牌。

在这些实践活动的背后，有
着更深层次的教育理念支撑。
华东师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
长许瑞芳认为，思政教育不是空
泛的概念与高高在上的说教。

“一体化”旨在解决各学段思政
课教学实效性问题。小学阶段

重在启蒙道德情感，初中阶段重
在打牢思想基础，高中阶段重在
提升政治素养，大学阶段重在增
强使命担当。实现大中小学思
政课一体化，需整体融合不同层
级教学目标，构建整体推进的协
同机制。“我们期望思政课达到
的育人目标是，学生能够对党的
创新理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认同，并
去践行。”许瑞芳说。

奔着这样的目标，学校已实
施与学校附属中小学“大中小学
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教育集团”建
设计划；推进与多区教育局的一
体化共建活动；在全市设立30
余所中小学的一体化建设实践
研究基地校，为一体化“共研、共
教、共学”机制提供实践依托。

此外，成立区域性的大中
小学思政课联合教研组，遴选
骨干教师为集体备课牵头人，
以包课包段包校等方式建立相
对固定的集体备课体系。开展

同上伟大建党精神“大思政课”
集体备课会，推动大中小学思
政课教师从“背靠背”转向“面
对面”，解决一体化实施中的问
题。学校还聚焦案例教学，在
打造思政课程教育教学新样
态，孵化一体化建设高阶成果，
统合多方资源同向发力上，力
争打造上海“大思政课”建设整
体试验区示范样板。

就在今天，华东师范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与普陀教育局将
依托上海“大思政课”建设整体
试验区（华东师大-普陀区），签
订共建教育共同体协议，设立

“华普”优师工作站，围绕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重要内容，开发大中小学段教
学案例、形成一体化案例教学设
计，共同举办案例教学论坛，研
究思政课改革创新重点难点问
题，形成阶段性研究，为推进大
中小思政教育一体化改革创新
做出更多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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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余时间，00后詹嵩是华东
师范大学新时代宣讲团的主力成
员之一，同时，在B站上，她还是一
位拥有10万多粉丝的知识视频
类UP主，所创作的视频内容涵盖

“政治与法治”“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等。2023年11月，詹嵩首
次参与经济与管理学院组织的红
色金融宣讲团集体备课活动。活
动结束后，她正式成为宣讲团中
的一员。吸引她投身其中的，并
非一份证书或某项荣誉，而是招
募通知里的一句话——宣讲团将
走出校园，走进中小学、大学以
及社区。一直以来，詹嵩怀揣着
炽热的“未来教师”梦。对她来
说，宣讲团就是一个很好的“预
演”契机。

当年12月，詹嵩获得了去青
浦高级中学宣讲的机会。她依据
《上海红色金融沿革》中的案例，
沿着历史脉络，解析上海红色金
融征程胜利背后的精神密码。临
行前一晚，詹嵩反复修改着教
案。她满心担忧，既怕学生对内
容不感兴趣，又怕被超纲问题难
住。然而，真正走上讲台，一切出
乎意料的顺利。课后一名男生告
诉她，他原本只关注现代金融知
识，但那堂课让他意识到了“历史
的金融”对人文判断的重要性。
更让詹嵩意外的是，有两个女生
也向她捎来“悄悄话”——她们很
早之前就关注了詹嵩的B站账号，
很喜欢听她的视频讲课，但从来
没想过能有机会与UP主面对面。

次年6月，詹嵩随宣讲团前
往育才中学，为新一期青年党校
上开班第一课。这次，她讲授的
是《坚守红色金融初心，赓续红
色金融血脉——从红色金融实践
到金融强国建设》。她与同学们
共同探索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
的金融实践，感受共产党人“金
融为民的初心使命”。詹嵩至今

记得，有个戴眼镜的女生说，自己
之前以为金融就是赚钱、炒股，直
到听完这堂课，才发现金融也如
此“接地气”。

“一线的反馈，让我感受到了
大学生宣讲团的价值。”詹嵩说，
大学生也是学生，能比较好地理
解中小学生的所思所想，会自然
地用“青言青语”传递知识，讲解
他们希望了解的课外内容，“我
们可以用真实的案例故事，在年
轻人心底埋下一颗追问‘为什
么’的种子，帮助他们了解真实的
中国。”

在詹嵩眼中，大学生走进不
同学段和社区，打破了思政教育
的年龄与场景壁垒。大学生在备
课过程中，能真切深化对理论的
认知；中小学生在听课互动里，得
以拓宽视野。这种双向成长，正
是“一体化”的核心所在。

詹嵩个人的宣讲经历，正是
华东师范大学新时代宣讲团众多
实践的一个缩影，而宣讲团在整
体建设上也有着系统的规划。

华东师范大学团委书记薛寅
申介绍，宣讲团打造了“大学生示
范团+中小学青苗团”的金字塔形
宣讲队伍。在大学生示范团中，
充分发挥优势学科的理论引领作
用和学生党员的示范带动效应。
中小学青苗团则吸纳了上海乃至
外省市多所中小学的优秀共青团
员和少先队员代表。通过开展党
团队联动、大中小共建的结对活
动，共同参与理论学习和宣讲活
动，实现“党员引领、团员示范、队
员参与”的良好局面。

与此同时，宣讲团根据不同
学段学生的认知特点和成长需
求，精心设计了分层递进的课程
体系，并持续推进课程研发工
作。宣讲团还整合学校、社会和
网络资源，构建“校内+校外+云
端”三位一体的实践平台。

上课、排练、和学生演员打
磨细节……这几天，上海师范大
学影视传媒学院青年教师高已
原格外忙碌。她是《张桂梅》短
剧的导演，这部短剧的精华展演
即将于3月18日上演于徐汇校
区的艺术森林。

无墙的艺术森林融自然景
观和人文景观为一体，结合学校
建校初期种植的水杉林形成自
然景观和沉浸式的艺术展演空
间，打破传统艺术展演的界限。
这次，艺术森林将迎来《张桂梅》
短剧学生剧组的亮相。该剧根
据全国优秀教师张桂梅的真实
事迹改编，讲述她带领华坪女子
高级中学的女孩们勇敢逐梦的
励志故事。

“从创排到演出，我始终被
一种力量深深触动——那就是
张桂梅校长用生命诠释的教育
信仰。通过创排演出，让表演师
范专业的学生们以角色为镜，叩
问初心。”在高已原看来，创排话
剧是一次教学成果的展示，更是
一场关于教育本质的对话，一次
对教育使命的郑重回应。

启越，她是华坪女子高中的
年轻女老师，也是无数扎根大山、
奉献教育的教师的缩影，亦是张
桂梅校长精神的传承者。她选
择回归到母校，不仅是对恩师的
感恩与回报，更是对大山女孩们
教育的坚守与担当。启越的扮
演者、影视传媒学院2022级表演
（师范）本科班班长徐子婕，在排
演中全情投入，她深刻体会到教
师“树人铸魂、以爱育人、用美育
滋养心灵”的责任与使命，更以她
们坚守与奉献为榜样，将对教育

事业的敬意融入角色塑造中，这
亦是徐子婕的一次成长。

张桂梅校长的优秀事迹在社
会上广为传颂，还被选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生读本》（小学低年级）。这种
源于课本创排课本剧，并带入中
小学展演的做法，对上师大团队
来说，已有两年多的探索实践。

“我们期待‘思政+戏剧’的表现
艺术能够在青少年心中播撒希
望的种子。”高已原说。

2022年，教育部发布《艺术
课程标准（2022年版）》，首次将
戏剧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纳入
义务教育阶段课程。戏剧教育
逐渐以规定课程、课后社团或假
期工作坊的形式，进入中小学校
园。而戏剧思政，恰是聚焦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将戏剧艺术与思
政教育进行深度融合的育人方
式。去年9月起，学校还专门组
建“文艺轻骑兵（戏剧）”项目，大

学生专门排练了9幕剧，送入沪
上7所中小学。小学侧重寓言
故事、初中关注传统文化、高中
学段则注重精神引领，以期贴合
各学段学生年龄与认知，真正用
好思政的“盐”，讲出真理的

“味”。而对表演师范生而言，也
是在艺术实践中进行思政研学
的有效途径。

一部经典、一段故事、一份情
怀、一种力量。高已原说，这种代
入感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思
政教育的核心思想，尤其是对中
小学生来说，直观的表演比单纯
的理论讲解更容易接受。课本剧
不仅传递思政教育内容，还通过
表演、音乐、舞台设计等艺术形
式，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实现思
政教育与美育的有机结合。

“以美育之美，铸德育之
魂！”正是这份事业的伟大和力
量，让像高已原一样的上海师大
师生一直在努力。

申城两所师范大学探索大中小思政教育一体化申城两所师范大学探索大中小思政教育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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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发挥共青团在大中
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中的
作用，也在上海师范大学里广泛
探索实践。

当下，团市委正通过创新
“大学生讲、中学生志愿服务、
小学生听”的混龄方式，整合高
校及中学资源，通过建立健全
参与思政课备课教学的长效机
制，共享教学资源，特别是与高
校思政类学生社团紧密合作，
连续三年依托上海师范大学团
委，通过马克思主义学生理论
宣讲团，打造爱心暑（寒）托班
开班第一课，实现对小学生思
想观念的引领，构建固本铸魂
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为小学
生筑牢思想根基。

宣讲团团长黄佳樱说，走心
打造的“第一课”，持续实现对小
学生思想观念的正向引领和感
召，串起思政育人的完整链条，
让红色基因有机融入青少年成
长的每一个阶段，大学生能出
力、助力。

与此同时，上海师范大学
“红色文化育人校内外一体化”
模式的探索，也在持续依托马院
马学科的学科优势，在深化红色
文化教育内涵建设上下功夫。
学校不仅为同学们开出“红色文
化”系列选修课程，建设“中国共
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等10余门

特色品牌课程，还在多元教学方
法上下功夫，开展出专题化、虚
拟仿真沉浸式、课外实践型、小
班讨论探索式、情景剧参与式等
教学方式，并打造红色文化科学
研究、教育教学校内协同平台和
跨校合作平台，整体构建红色文
化教育工作体系。

以美育之美，铸德育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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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班第一课”课堂。

短剧《张桂梅》剧照。

“人民教育家”于漪在“讲台上的新思想”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教学观摩活动中寄语青少年。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沪上大中小学为推进思政教育一体化做出许多探索。

詹嵩在课程中解析上海红色金融征程胜利背后的精神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