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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时代都要成为
更好的交大人

剧中，《九零年代交大来信》
的故事始于一场奇妙的邂逅。
1991年，87级大四学生陈帆，在
老图书馆昏黄的灯光下，专注地
抄录《电机原理》。那时的他，满
心纠结，是留校投身基础研究，
为科研事业添砖加瓦，还是奔赴
沿海城市，在改革浪潮里闯荡一
番？这份纠结，被他写进了信
里，夹在书中。

时光一晃来到2025年，学生
林夏在整理图书馆旧书时，偶然
发现了这封泛黄的信纸，上面那
句“未来的交大人，你们还停电
吗？”让她忍俊不禁，当下就对着
窗外的智能路灯拍照发了朋友
圈。谁能想到，这一拍，竟好似
按下了时空连接的按钮。此后，
陈帆和林夏虽身处不同时空，却

仿佛被命运牵线。
他们有着相似的迷茫，陈帆

担忧自己的选择会浪费国家的
培养，林夏则害怕辜负前辈们打
下的基础。在校园里，陈帆穿梭
于理工科实验室，仪器的轰鸣声
仿佛是他内心纠结的回响；林夏
漫步在设计学院展览区，那些充
满创意的作品没能驱散她心头
的困惑。而当两人在“饮水思
源”碑前“相遇”，不同时代的画
面交织在一起，他们都在寻找着
同一个答案——如何在各自的
时代，成为更好的交大人。

谈及拍摄创作时的缘起，导
演组成员、交大媒体与传播学院
本科生陶芯艿告诉青年报记者，
源泉工作室作为交大融媒体中
心下属的学生团队，本身每学期
都会举行选题会和日常的视频
创作，更偏向于用学生视角去记
录与创作。“我们也会‘蹭’一些

网络热点，用社交平台时兴的载
体形式讲述交大故事。近两年
微短剧传播非常火爆，我们就想
做一个校园微短剧的尝试。”

有趣的是，拍摄的当天，剧
组正逢多个学院举行研究生毕
业典礼，校园里到处都是洋溢
青春气息、穿着学位服拍照的
学长学姐。“我们的短剧故事恰
好讲的也是 1991 年和 2025 年
两个即将面临毕业去向抉择的
交大人。我们的演员身后走过
蓝色学位服毕业生的那一幕
幕，真的让我们创作团队感觉
我们在讲真实的交大人故事。”
陶芯艿感慨地说。

让微短剧成为
校园文化传播的新窗口

记者获悉，制作团队由交大
媒体与传播学院影视系4名本科
生构成，还邀请了法学院、医学

院的2名同学跨专业担任主演。
从团队组建到剧本创作，再到拍
摄、成片制作的全部流程，仅在
三周内密集完成。

从前期堪景调研资料写分
镜、现场调度配合，到杀青后复
盘剪辑素材，团队成员全力以
赴，也受到了交大融媒体中心老
师们的极大支持，陶芯艿说，这
段在校园里从“短剧观众”，到

“短剧批评家”到“创作者”的实
践，让青年学生真正触摸到“学
以致用”的分量。

在涉及闵行校区建设历史
上，团队经过多次在校史馆参观
学习、收集资料，才反复修改完
善。考虑到微短剧常见的强反
转剧情不适合高校叙事场景，在
保留短剧吸引观众的特点且契
合校园内容调性的平衡上，团队
也在反思与优化。

“这个微短剧作品一共4集，

期待被更多人看到，并和更多的
同学一起尝试通过微短剧的形
式创作出更多的校园故事，继续
探索校园题材微短剧以及校园
文化宣传创新创作的更多可
能。”陶芯艿说。

另据交大党委宣传部介绍，
近年来，交大融媒体中心不断
探索建设模式，以师生工作室
形式孵化培育创作。作为高校
微短剧的一次大胆尝试，创作
团队对未来充满期待，他们希
望这部作品能成为一个良好的
开端。团队成员表示，后续会
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提升创
作水平，继续探索校园题材微
短剧的更多可能。通过优化剧
情、提升拍摄质量等方式，创作
出更多贴合学生生活、传递校
园文化的作品，逐步吸引更多
同学关注，让微短剧成为校园
文化传播的新窗口。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教育要从娃娃抓
起’，这句话是有问题的。正因为
强调了‘抓’，往往就会弄成‘不按
要求抓’和‘违背规律抓’。准确
的表述应该是‘教育要从娃娃育
起’，倡导培育，培育孩子的身心
健康。”昨天下午，上海学前教育
学院学前教育政策研究中心成立
仪式上，上海师范大学校长袁雯
的一席话，引发与会专家和一线
幼教工作者的共鸣。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
法》将自2025年6月1日起施行，
这为推进高质量学前教育公共
服务体系建设指明方向，也为学
前教育政策研究注入了新的动
力。此次，上海学前教育政策研
究中心组建了一支从事政策分
析、国际比较研究和早期儿童发
展研究的专家团队，并将承担多
项国家级、省部级重大课题。

“成立学前教育政策研究中心
是上海师范大学优化学科生态的
创新探索，也是服务上海实践的关
键落子，更是回应国家战略的主动
担当。”袁雯说，研究中心要以政策
研究“破难题”，服务上海学前教育
高质量发展，深入上海各个合作园
所把脉问诊，用专业的数据和案例

解剖麻雀，同时要当好参谋，拿出
可操作、能落地的政策建议，打造
服务政府决策的智库高地。同
时，以政策研究“育新人”，反哺学
院人才培养，并以政策研究“促融
合”，赋能学科交叉创新。她希望
研究中心的成果能够让学前教育
的学术语言转化为政府听得懂、
百姓看得见的行动方案，从而让
政策的制定既有高度更有温度。

此次还同期发布首期学前
教育政策研究课题，涵盖幼儿园
保育教育工作质量提升、托幼一
体化发展等主题。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 在菜畦田间弯腰播
种、在食堂后厨体验膳食制作，
触摸千年雕版、复刻活字印刷，
在实验室研究新能源装置、搭建
航天模型……这个春天，上海市
吴淞中学附属宝山实验学校开
启了一场行走的思政课，让同学
们将学习的触角深入生活的每
一处角落。这堂行走在春天里
的思政课效果如何？在学校举
办的春日研学成果发布会上，同
学们展示了从“课本”到“土地”、
从“认知”到“践行”的成果。

成果汇报环节，吴淞中学附
属宝山实验学校各年级的同学
们各显神通，以极具创意的方式
呈现自己的研学收获。两校区
六年级的同学携手合作，将研学
成果融入时尚作品设计中，一场
主题为《传统不古老，我们正当
潮》的时尚秀惊艳全场。

淞初校区八年级的同学们
采用TED演讲的形式，带领大家
走进“文化思政课”的历史长
廊。当他们触摸千年雕版、复刻
活字印刷，不仅是体验传统技
艺，更是在对话文明根脉。同学
们用脚步丈量历史，用心灵感悟
传统，这堂行走的文化课，让“文

化自信”的种子深深扎根在少年
心中。海二校区八年级的同学
们则带来了“科技思政课”的奇
妙探索，在科学实验互动展示
中，他们巧妙地将研学实践与课
本知识紧密结合，通过有趣的实
验、生动的讲解，把复杂的科学
原理深入浅出地展现出来。

六年级学生陈念秋和七年
级学生盛星星分别讲述了自己
在研学旅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
所感。她们表示，从最初的好奇
与懵懂，到在实践中的探索与思
考，行走研学过程中，她们收获
了成长的喜悦与满足。

“这是我们学校成立以来第
一次举办全校性展示活动，显得
格外有意义。”吴淞中学附属宝
山实验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丁
玲介绍说，“我们开展了以研学
为载体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
施模式。它将课堂延伸到大自
然和社会中，让学生在实践中学
习、在体验中成长。”丁玲说，在
活动中，同学们参观了历史文化
遗址，感受了先辈们的智慧与精
神；走进了科技馆，领略了现代
科技的神奇魅力；参与了社会实
践，体会到了劳动的艰辛与快
乐。这些经历，不仅拓宽了他们
的视野，增长了见识，更培养了

他们的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团
队合作意识。

学校方面表示，此次发布
会，既是对春季研学活动的一次
全面回顾与总结，更是学校在思
政教育创新实践道路上的一次
大胆探索与展望。为了培育“博
爱·博学·博弈·博雅”的新时代
好少年，切实落实“立德树人”的
根本任务，学校将坚定不移地推
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
堂”深度融合，让同学们在行走
的过程中不断学习知识，在丰富
的实践中茁壮成长。

两代学子跨越时空的青春对话
交大原创校园微短剧《九零年代交大来信》上线

课本上的道理变成脚下的实践
行走在春天里的思政课让思政教育“活”起来

教育要从娃娃育起
上海组建学前教育政策研究中心

由上海交通大学短视频工
作室学生团队原创的校园微短
剧《九零年代交大来信》第一集
4月15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官方
抖音平台首发。该剧以1991
年与2025年双时空对话形式，
通过一封尘封四十年的书信，
串联起两代交大学子关于学术
选择与人生价值的思考，这也
开启了高校自主创作微短剧的
新尝试。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同学们展示研学实践成果。

校园微短剧《九零年代交大来信》拍摄现场。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