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幢小楼、一张角色卡、一份“初心之
旅”折页，开启一场时空穿梭。参与者步
入陈望道追寻“大道”的一生。进步学生、
印刷工人、《新青年》编辑、历史老师……
十余种角色静待体验，若干隐藏任务等待
解锁。当“红色剧本杀”剧情推进至终章，
跨越时空的信念与热忱为岁月留痕。纸
面落下《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图样与“心有
所信，方能行远”的印章，信仰的种子已悄
然深植心田……

这是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
“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在常规讲解之外
推出的“场馆里的思政课”体验活动。讲解
员化身NPC，将场馆思政课与沉浸式“红色
剧本杀”熔于一炉。历史回声里，思政育人
的新模式悄然生长。

20世纪20年代，一封神秘的贺年卡片
一夜传遍上海。“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
的呐喊，点燃了无数工人的斗志。卡片主
笔陈望道，于1920年翻译了《共产党宣言》
的首个中文全译本。年轻的他已然成为新
文化运动的倡行者，为民族复兴的曙光奔
走不息……“场馆里的思政课”将小楼故
事、展品脉络巧妙串联。从“文言文与白话
文孰优孰劣”的激辩，到翻译《共产党宣言》
时的字斟句酌，再到陈望道人生的三次重
大转折，体验者一步步走进这位思想家的
生命历程。

国福路51号，这座曾属于复旦大学老校
长陈望道的寓所，如今已修缮为《共产党宣
言》展示馆，成为复旦乃至上海的红色地标。
习近平总书记曾亲切回信“星火”党员志愿服

务队，勉励大家“心有所信，方能行远”。
“我们希望通过互动式、沉浸式的场馆

参观学习方式，讲深、讲透、讲活共产党人
的初心使命。”“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
长、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2023级博士
生沈笑晞介绍。这支成立于2018年5月
的队伍，面向师生和社会各界开展宣讲。
队员们立足场馆讲解，辐射带动校内外共
同学习“宣言精神”“望道精神”，讲述老校
长的故事，传承复旦红色基因。每个学期，
团队还会着力推出至少一个创新产品，不
断提升讲解实效和影响力。

经过反复打磨剧本、专业教师指导排
练、精心设计配套用具，去年5月，“场馆里
的思政课”诞生了。新颖的“红色剧本杀”
形式，为听众带来沉浸式、互动式体验，让
大家对讲解内容有了更深刻的印象。

手持任务卡，体验者感叹“仿佛身处历
史洪流中”。参与排演的队员，也在风云激
荡的岁月回望中，被“宣言精神”再次鼓舞，
从不同维度加深了对理想信念的体悟。

“我们坚持在每场‘思政课’后收集参
与者的建议。今年暑假，我们正在根据大
家的反馈完善角色与剧本设计，丰富故事
线、增加互动性，还原当时斗争的复杂性。”
沈笑晞透露，时机成熟后，这一“红色剧本
杀”将探索向全社会开放预约。

讲好望老故事，传播党的创新理论，队
员们坦言，这亦是自身的成长。心有所信，
方能行远。以望老为镜，以《共产党宣言》
为精神源泉砥砺前行，多名队员已达成“百
场讲解”成就，收获了纪念证书。

今年毕业季，14位队员告别“星火”大
家庭。他们或成为选调生参与基层建设，或
进入高校从事科研、思政工作，或站上高中
讲台，或投身企业党建工作……在更广阔的
天地，他们继续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此外，据“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指导
老师左宗正介绍，为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
一体化改革创新，服务复旦—杨浦“人民城
市”大思政课整体试验区建设，“星火”依托
丰富经验，今年面向青少年开设“小火花”
训练营。通过系统培养与实践讲解，引导
中小学生学习传承“宣言精神”与“回信精
神”，培养一批有信仰、懂历史、会宣讲的

“小火花”青少年讲解员。这个暑期，首批
“小火花”正式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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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学习是讲
述。当青年大学生从聆
听者转变为讲述者，他们
便成为理论最鲜活的传
递者、解读者与诠释者。

在上海，一个特别的
联盟——上海市大学生理
论宣讲联盟应运而生。它
由市委宣传部、市教卫工作
党委于2021年共同发起，
汇聚了沪上54所高校的95
个大学生理论宣讲社团。其
中，超过70%的队伍成立于
党的十九大之后。联盟以
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
生 为 主 体 ，成 员 总 数 约
5100人。立足基层、服务
社会、至诚报国，是这些宣
讲团队最鲜明的底色。

去年以来，联盟推动
高校宣讲团队深入上海市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
三级阵地。他们走进街
区、园区、商区、景区、厂
区，依据不同空间特质，
运用主题党课、文艺展
演、经典诵读、人文行
走等形式，将理论宣
讲送到群众身边。
青年之声，传递着
思想的伟力。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上海市大学生理论宣讲

联盟成立四年来，始终把推动

大学生在基层一线宣讲党的创

新理论作为重要使命。截至

2025年3月底，联盟累计开发宣

讲课程约5300门，开展宣讲活动

约1.6万场，覆盖受众达214.7万

人次。各个理论宣讲团的课程清

单究竟如何出炉？记者获悉，大学

生理论宣讲微课程比赛，正是锻造

队伍、孵化课程的重要渠道。

联盟自成立以来，连续 4 年推

出上海市高校学生理论宣讲微课程

比赛，强化“以赛促建”实效，引领各

成员单位不断加强宣讲队伍建设、培

养宣讲骨干力量，如今，已形成40余

门宣讲示范课，辐射带动更多高校建

设宣讲团队，大学生理论宣讲的影响

力不断增强。

最新一届大赛共有来自57所高校

的141门课程入围市级复赛，参与人数

创近年新高。上个月，大赛决赛展开

激烈角逐。现场，选手紧扣时代脉搏，

用身边人讲身边事、用小视角观察大

发展，以微课程形式进行宣讲。有

的以艺术为媒，通过中华艺术宫等

文化地标展现城市魅力；有的聚焦

杨浦滨江改造典型案例进行深入

剖析；有的结合“15分钟生活圈”

建设探讨人民城市的实践密

码。选手们通过深入剖析城

市发展、文化传承、社会治

理、民生改善等关键议题，

生动呈现对“人民城市”重

要理念的深刻领悟和鲜活

实践。

以本届大赛为起点，

联盟秘书处正推进让获

奖选手录制一系列精品

网络微课，在“学习强

国”、B站、易班等网络平

台发布，用微课程传递大

思想，用身边事讲透大道

理。上海市大学生理论

宣讲联盟还计划进一步

深化人民城市系列课程建

设，打磨不同长度、面向不

同受众的宣讲课程，组团进

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站

点开展宣讲。其中，复旦大学

江昊团队赛后已经第一时间组

织备课，围绕参赛课程“三大文

化为‘人民城市’凝聚强大精神力

量”，在上海中心、中小学等陆续开

展宣讲，让人民城市的温度更好地

传递到基层群众身边。

市委讲师团办公室介绍，通过大

学生理论宣讲微课程比赛，开展专题

培训、领学活动等形式，大学生理论宣

讲的影响力、吸引力和感染力正进一步

增强。在联盟的带领下，各高校理论宣讲

团队持续完善课程建设和宣讲员培养体

系，推出一系列主题鲜明、鲜活生动的优秀

理论宣讲报告、微视频、情景剧等产品，涌

现出一批热爱宣讲、扎根基层的先进集体和

个人。与此同时，联盟还将理论学习、理论

宣传和大学生志愿服务、社会实践深度融

合，引领大学生宣讲员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

想信念，淬炼育人底色，涵养时代新人。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你们知道上海有多少年的历史吗？
可能有人想到是180年，因为180年前上
海正式开埠，也有人认为上海的历史可追
溯到晋朝时期，当时的人们普遍使用一种
叫‘扈’的捕鱼工具，后来演变为本地的简
称。当然，也有人认为上海起源于春秋战
国时期，因为当时上海作为春申君的封
地，在战国后期得到了良好治理，这就是
上海被称为‘申’城的原因。”

在广富林文化遗址附近的社区，华东
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二学生李宗
芳，为居民带来了理论宣讲——“传统与现
代交‘沪’辉映、‘申’向未来”。通过引导提
问和精心串联的案例故事，她向听众阐明：
上海在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际大都市、打造习近平文化思想最
佳实践地、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征途上，始
终着力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青年
于此大有可为。

“小姑娘，侬讲得真是好啊！”社区阿姨
爷叔的称赞，常令李宗芳倍感温暖。“青言青
语”的表达，亲和自然的风格，瞬间拉近了与
听众的距离。

翻开2025年“韬奋”宣讲团课程清单，生
活的气息扑面而来：“从‘一江一河’看人民
城市，沉浸式体验人民至上”“‘一张床、一间
房、一套房’背后的‘申城温度’”“解码上海
改革基因的传承与创新——从石库门到全
球坐标的时代答卷”“保护档案续文脉·文化
繁荣薪火传”等22门课程，跃动着时代脉搏
与青春力量。

如何将新理论、新思想以更接地气的方

式传递给受众，打造群众身边的理论讲堂？
李宗芳认为，首先是定方向、定选题。“难点在
于题目既要瞬间吸引目光，又须紧扣宣讲主
题要求。”她说。打磨一堂好课，需要做许多
准备：深挖理论背景、目的、成效；查阅文件、
新闻、论文、公众号；寻找贴近生活的鲜活事
例；观摩B站视频、现场比赛，学习优秀宣讲
风格。“宣讲不是演讲、不是主持，更不是机
械地背讲稿，要找到宣讲的那种感觉。”

打磨课程、撰写初稿后，指导老师会再
度把关，尤其注重理论与逻辑的结合，以及
内容的严谨性。即使身为团长，李宗芳仍
觉得理论宣讲时有如履薄冰之感，唯有用
心以待，严谨以待。

华东政法大学“韬奋”理论宣讲团指导
老师王建新介绍，作为上海市大学生理论宣
讲联盟成员，该团最鲜明的特色是成员由华
政马院不同年级、专业的研究生组成。他们
探索多元宣讲模式，深入基层，自2021年成
立以来，已累计开展宣讲80余场，服务8000
余人次。结合新时代发展要求，通过系列培
训、集中赛课、线上微课，打造了多门精品课
程，有针对性地开展党史宣讲、主题宣讲、形
势宣讲。足迹遍布社区、企业、学校。

逐字逐句为宣讲内容把关，帮助同学提
升表达沟通能力，见证成员点滴进步，王建
新深感欣慰。“‘韬奋’宣讲团坚持‘以研促
讲，以讲促进’，积极为研究生搭建展示与提
升的机会。我们以打通理论宣讲‘最后一公
里’为目标，让理论接地气、入基层，为打造
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贡献大学生的
青春力量。”王建新如是说。

当代大学生如何让理论“活”起来？

青春宣讲“新”火相传，青言青语“声”入基层

宣讲走心，与基层群众双向奔赴

微课程传递大思想
身边事讲透大道理

“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功能型党支部开展专题组织生活。

“星火”党员志愿服
务队在义乌市分水塘村
陈望道故居参观学习。

“心有所信，方能
行远”印章。

“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开展场馆里的思政课。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在讲解。
华东政法大学“韬奋”理论宣讲团

成员江娟在社区宣讲。

华东政法大学学生李宗芳。

剧本入心剧本入心，，场馆化身信仰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