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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主线串起“活”的课堂：
从课本到实景的“穿越之旅”
“原来马克思主义不是高冷的理论，

而是藏在石库门故事里的‘密码’！”思博
学院大一学生马轩昂在参观完中共一大
纪念馆后感叹道。

一直以来，思博学院以“红色文化教
育传承”为主线，打通“第一课堂”与“第
二课堂”，让理论知识从课本走向实景，
还通过创新课堂教学形式，自主开发了

“智慧树”课程与虚拟红色展厅。
在理论教学层面，将“红色育人”深

度融入教学大纲、评价标准与人才培养
方案，以系统化思维打造红色课程群。
在已有的“党史”系列课程基础上，创新
开发一系列特色开放课程，将抽象理论
转化为贴近学生认知的鲜活内容。

其中，获得2024年智慧树精品课的
《红色马拉松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教
育》实施8个学期以来，好评如潮。除了
本校学生外，更吸引了来自湛江科技学
院、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酒泉职业技
术大学、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在内的
13所院校的11782名学生和34所学校
的社会公众选修该课程，课程累计浏览量
2.25万人次，累计互动量达18.76万次。

实践教学则是红色教育的另一重要
支点。每年，该校马院都会精心组织
2000余名大一新生，走进红色教育基地
开展课程实践教学。

三个维度织密红色“实践网”：
动手做、走出去、担责任

“1947年上海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到底谁能守住这最后的胜利……”在中
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学生们
通过红色剧本杀，体验惊心动魄的潜伏
岁月。

原来，思博学院与红色场馆共建校
外红色实践研学基地，每年在重要节点
组织沉浸式教学，年均开展20余场活动，
覆盖学生7000余人次。同时依托爱国主
义教育活动、志愿服务、暑期社会实践等
平台，培养学生红色基因。如师生探访
南泥湾大生产纪念馆、红旗渠纪念馆等
革命圣地，开展“红色足迹”系列师生成

长共同体项目，打造“行走的红色课
堂”。近两年，师生在“知行杯”上海市大
学生社会实践大赛中荣获高职组二等奖
2项、三等奖7项。

进博会召开期间，思博“小叶子”凌晨
4点就出发上岗，开启日均两万步的“超长
待机”服务模式。春运期间，近百名思博

“小甜橙”为返乡旅客提供周到服务。
近五年来，学校组织了2万余人次参

与进博会、花博会等大型活动的志愿服
务，以及春运“暖冬行动”、增援上海市

“120”平台等民生服务，其中近20名学
生获市级志愿服务表彰。

四个“主角”同台唱戏：
基地引领、师资护航、骨干辐射的

红色育人共同体
学校发挥“红色文化基地+思政教

师+辅导员+学生骨干”四大主体协同效
能，以丰富多样的活动为载体激活红色
文化生命力。即红色基地研学通过沉浸
式实景教学、革命故事现场讲述、文物史
料深度解析，让师生在历史场景中感悟
红色精神；校党委牵头，思政教师参与，
联合打造红色育人通道，开发特色课程，
将红色理论转化为鲜活教材；辅导员推
动红色教育融入学生成长全周期；依托
青马工程年均培育200名学生骨干，形成

“头雁领飞”效应。
校园红色文化活动矩阵亮点纷呈。

连办6年的品牌活动——红色马拉松，通
过定向跑、迷你跑、荧光跑等创新形式累
计吸引8000余名师生参与，近10家主流
媒体报道。活动发起人、学校党委副书
记、副校长张辉介绍说：“我们通过‘体
育+红色’模式，让青年在奔跑中重温革
命历程。”

学校承办“‘百年百件’红色经典珍
藏文献特展”，组织师生近距离观摩《新
青年》原版刊物，更通过3D云展厅让大众
也可“沉浸式”观展，线上浏览量突破1.2
万人次，被《人民日报》《文汇报》等评价
为“青年学子的一堂生动的思政课”。

从石库门到新时代，红色基因正在
00后手中薪火相传。当青春遇上红色，
这场跨越百年的对话，正在书写最动人
的篇章。

从大治河到桃花节

他们躬身力行
守护碧水蓝天

把思政课堂搬进红色地标

青春与信仰
这样双向奔赴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当年革命先辈在上海石库门点燃了

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在中共一大纪念馆，上海思博职业技

术学院思政课老师正带领学生“沉浸式”学党史。这一场景，正是

该校“1+2+3+4+N”红色育人模式的缩影——以1条主线贯穿、2

个课堂联动、3个维度融入、4个主体发力、N个载体赋能，将红色

文化融入育人全程，为青年学子点亮信仰灯塔、注入奋进力量。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大治河畔的历史长歌里，他们是精神火种的接力者；乡村振

兴的沃土上，他们是奋斗的拓荒人；碧水蓝天的画卷中，他们是生

态的守护者。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通过校地协同、产教融

合、多元共育的创新模式，实现青春学子与社区的“双向奔

赴”——学生用行动赋能社区，社区以实践反哺学生成长。在这

里，青年们以躬身力行的姿态，厚植家国情怀、锤炼过硬本领，让

青春之光在服务社会的浪潮中熠熠生辉。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溯精神之源：
志愿讲解铸魂，赓续大治河奋斗基因

“1977年，30万建设者用双手挖出这
条‘生命动脉’！”大治河文化展馆内，学校

“潮头青翼，大河传薪”志愿服务讲解队队
员余嘉的讲述铿锵有力。

展柜中斑驳的扁担、浮雕上凝固的
汗滴，将参观者带回那段肩挑手扛的峥
嵘岁月。为传承红色基因，贯彻落实
《关于在新时代新征程高校思政课建设
中进一步发挥共青团作用的实施意
见》，学校团委联动马克思主义学院，以
全景影像、互动体验等创新形式，让大治
河精神可触可感。

“这就是我们当年的故事！”一位白发
老者紧握队员徐浩翔的手，眼含热泪。这
支队伍累计培养60余名学生讲解员，服
务超3500人次，2400余篇实践报告见证
学子对奋斗精神的深刻体悟。大治河不
仅是一条人工河，更是一座精神丰碑。青
年学子以志愿讲解为媒，让“人民城市”的
实践密码与拼搏精神代代相传。

探振兴之路：
校企村协同赋能，激活乡村发展新引擎

如果说大治河畔是精神的传承，那么
乡村振兴的实践则是青春的拓荒。“乡村
振兴需要青年扎根实干！”在上海桃花节
现场，志愿者陈策的嗓音已沙哑，脚步却
未停歇。

今年3月，学校与原能细胞科技集团
签署合作协议，开启“校—企—村”协同发
展新模式。双方将在合作育人、科研服

务、乡村振兴、共建现代产业学院、公益事
业等方面深度合作，共建长三角首个“细
胞技术应用示范型”乡村康养基地、上海
首个“企+村+校+蚂蚁乡振”创新基地、全
国首个“细胞制备与康养管理”职业人才
培养基地，探索产教融合新路径。师生深
度参与活动策划、游客服务、文化推广，将
专业能力转化为振兴动能。

“游客的笑容是对我们最大的认可。”
志愿者洪彦鑫感慨道。截至目前，学校注
册志愿者达4692名，累计服务时长超1.1
万小时，同比增长30%。从长江村到海沈
村，青年学子以脚步丈量乡土，用智慧赋
能产业，在“校地共建”的实践中，绘就乡
村振兴的青春图谱。

绘生态之美：
多维实践育新人，共筑绿水青山梦

如果说大治河传承历史，乡村振兴激
活未来，那么守护碧水蓝天则是青年对当
下的承诺。“河水清了，水草绿了，这就是
行动的力量！”在惠南镇河道旁，获颁“河
长”聘书的志愿者王恺文难掩激动。学校
与惠南镇团委创新“生态+艺术+服务”实
践模式，与浦东新区惠南镇河长制办公室
协同配合，组织学子清理河道、推广环保
理念，更以艺术赋能社区。

在“倾听海潮音”和“青年职工健康
走”等活动现场，大学生艺术团以舞姿演
绎《清流之约》，用歌声唱响《有我》，将生
态理念化作动人旋律，点亮城市文明。在
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数字艺术大赛中，
学子斩获20余项奖项，彰显美育与公益
融合的丰硕成果。从河道治理到舞台绽
放，青年以多元实践诠释“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为城市注入青春活力。

从大治河畔的志愿讲解，到桃花节现
场的乡村振兴赋能，再到惠南镇的碧水守
护，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学子以实践
为舟，以理想为帆，在课堂理论和社会实
践的交融中探索求知。

未来，他们将继续以“小我”之力汇聚
“大我”之光，让青春脉搏与时代浪潮同频
共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蓝图中，刻
下属于新时代青年的奋斗印记。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学生参观大治河文化展馆。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进博会思博“小叶子”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