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断刷新形式与内容
她让思政课堂变得“很不一样”

05

劳
动
者
周
末

专
题

2021年
9月11日
星期六

责
任
编
辑

杨
琳
琳

版
式
设
计

赵
军

版
式
校
对

张
旭

杨哲
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本报记者 杨琳琳

将课堂变成思想乐园
做学生思想成长的引导者和同行者

□本报记者 孙艳

北京市第11届青教赛一等奖、 最
受学生欢迎奖、 最佳现场展示奖、 最
佳教案奖、 最佳教学回顾奖； 第10届
北京高校思政理论课教学基本功比赛
一等奖； 首届北京高校教书育人 “特
级教师” 荣誉称号获得者； 首届 “北
林榜样” 提名奖……一个90后老师在
入职的四年中先后荣获省部级、 校级
奖项近20项， 这就是北京林业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杨哲。

谈 到 这 些 荣 誉 与 成 绩 ， 杨 哲
说 ： “站在三尺讲台的是我， 但是这
背后是北林大思政课教师集体的力量。
从学校到学院、 学科教研室， 许多领
导、 前辈、 同事们对我的教学提供了
指导 ， 大到选题 、 板书 ， 小到字体 、
音量， 在大家的鼓励帮助下， 我和我
的课完成了蜕变。”

提起思政课， 杨哲坦言， 自己上
大学时也觉得枯燥没兴趣。 所以， 当
杨哲成为一名思政课老师的时候， 她
就对自己提出了一个要求： 带给学生
们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正是这种 “不
一样” 的想法，让她的思政课变成了最
受学生欢迎的课，学生们纷纷说： “思
政课变了， 老师变了， 变得有滋有味，
很有魅力！”

思政课大变样的背后， 是杨哲的
努力付出。 哪怕是一节20多分钟的示
范课， 杨哲都需要精心准备两三个星
期的时间， 更别说一堂45分钟的课了。

每次上90分钟甚至135分钟的大课， 想
要抓住学生的兴趣就更难了。 在杨哲
看来， 这需要理论知识和课程设计完
美结合， 用学生最想知道、 最感兴趣
的点去一步一步引导他们思考这门课
最该传授的东西。

为了讲好思政课 ， 每次上课前 ，
除了大量的理论研究， 杨哲还会做很
多实践调研， “现在的学生都是互联
网原住民， 他们搜索的能力和学习的
能力很强， 而我要讲的是他们从网
上找不到的东 西 ， 这样才能真正吸
引他们， 所以实地调研很重要， 这样
能了解到学生最真实的需求。” 杨哲介
绍。

在日常的教学中， 杨哲喜欢跟学
生聊天 ， 鼓励学生提问题甚至 “挑
刺”， 她通过各种途径跟学生互动。 在
教学方案设计上， 杨哲也有自己的心
得———“三题一课” 教学法。 “也就是
说 ， 要把学生生活中最关注的话题 、
教材编写上最重要的专题、 马克思主
义理论最根本的问题， 有机融合转化
为一个真问题搬运到课堂上， 不制造
想当然的假问题或者不痛不痒的伪问
题， 在一节课的有限时空里聚焦这个
问题解析， 然后提供一个答案。” 杨哲
介绍道。

比如说在讲思政理论课 《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中， 她就设计了
“为什么只有马克思主义行？” “马克

思主义是否过时了？” “为什么有各种
各样的价值评价？” “历史人物是不是
任人打扮的 ‘小姑娘’？” “社会主义
思想如何实现从乌托邦到科学的飞
跃？” “共产主义在哪里？” “准备这
些问题的时候， 我的内心深处是真的
有一个表达和传播的欲望的， 中间当
然也有冥思苦想， 在电脑前坐好几天
或者苦熬大半夜却一个字都出不来的
时候很多， 但想要表达的初心和激情
一直都有。” 杨哲说。 此外， 在像 “伟
人的正确打开方式” “和马克思主义
确认眼神的机会” 等课程中， 杨哲经
常穿插的年轻态话语， 这也是学生们
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新方式。

在杨哲眼里， 思政课是一门经常
需要 “刷新 ” 的课 。 她口中的刷新 ，
一方面是理论知识的不断研究扩充 。
“老师这个职业是传道授业解惑。 这其
实是一个往外倒水的过程。 你若想给
学生一瓢水 ， 自己至少要有一桶水 ；

给学生一桶水， 我要有一池子水。 所
以老师一定不能荒废做研究， 从前辈、
从他人 、 从理论知识中不断汲取养
分。” 另一方面思政课要有现实关怀，
大到国家政策民生、 小到青年流行文
化， 作为一名90后教师， 杨哲原本以
为跟学生会毫无 “代沟”， 但现实却有
点 “差距”。 一次上课时， 杨哲随口用
歌手周杰伦举了个例子， 而面对台上
老师抛出的一个 “梗”， 学生反应却有
点意外。 “原来很多学生不了解周杰
伦， 甚至有的根本没有听过。” 杨哲笑
着说。

站在三尺讲台上的杨哲， 她的自
信、 热情深深感染着学生。 “在教学
的过程中， 学生们也带给我很多， 我
深刻体会到了教学相长的含义。” 杨哲
说， “我强烈地想要去传播马克思主
义理论， 让我的学生都能感受到马克
思主义的魅力， 从中找到人生信仰和
方向。”

白洁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白洁， 来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
一名思政课老师， 主讲 《思想道德与
法治》 课程。 这门原以为有些 “枯燥”
的课程， 却让这位可爱开朗的青年教
师上成了学生们每周都最期待的课程，
她用独特的视角和热情的态度塑造了
一个全新的 “思想王国”。 她从学生的
角度出发， 将书本上的理论语言转化
为教学话语， 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学生
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素养。

在白洁看来， 《思想道德与法治》
是一门距离学生非常近的课程。 这门
课程贴近学生生活， 并且很好地解答
了大多数学生可能面对的思想困惑 ，
比如： 如何找准自己的人生方位与时
代坐标， 如何做到与新时代的节奏合
拍， 如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 道德观、 法治观……

学生们追捧这门 “大课” 还有一
个重要原因， 那就是白洁老师的课堂
气氛非常活跃， 也可以说这里提供了
一个能让同学们展示自己的舞台。 白
洁老师曾获得第一届北京高校教学创

新大赛特等奖、 第九届北京高校思政
课基本功比赛一等奖， 她说思政课当
然非常有意义， 但也要使 “有意义的
内容变得更有意思才行”。

为此， 她每周都会结合课程安排，
采取一些特别的形式来鼓励同学们进
行各式各样的思考与创想， 同学们也
取得了非常多出色的成果， 学生们可
以通过生动的情景剧来呈现效果， 或
是采用辩论、 演讲等丰富多彩的形式
来展示小组的成果。 白洁老师在活动
中同时扮演了引导者与组织者的角色，
例如在讲到人生观时组织同学们做
“竞争与合作”“人生拍卖” 等游戏， 最
大程度地调动起同学们的积极性， 同
时又引导同学们思考人生目的、 态度
和价值， 使同学们在活动中受到启发。

有同学这样感慨， “白洁老师是
站在我们身边的、 思想之路上的引导
者和同行者， 是良师， 更是挚友。 老
师的课堂正如她本人一样， 如阳光般
明媚， 似春泉般清新。” 面对学生们这
样的评价， 白洁说， 作为思政课老师，

更需要注重对同学们的积极引导， 以
多元多样地形式帮助同学们理解理论、
信服理论。 “在我的课堂上， 我希望
能够以一种 ‘润物细无声’ 的方式来
帮助同学们达到思想上的提高， 在潜
移默化的过程中提升思想境界。”

看起来如此轻松愉快的课堂氛围，
其实灌注了白洁大量的心血。 白洁的
教学任务非常繁重， 她承担了 《思想
道德与法治 》 《中华民族精神导论 》
等本科生 、 研究生的八门课程教学 ，
但课程质量都非常高。 同时， 白洁还
担任央视 《百家讲坛》 中国精神系列
主讲嘉宾， 担任共青团中央 “青马工

程” 理论导师， 被评为教育部全国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能手”。 她用
心钻研思政课教学， 体现出这样一种
教育理念： 不是为了教书而教书， 一
定是为了育人而教书。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 ‘拔节孕
穗期’， 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 作
为一名思政课老师， 白洁深知这份使
命的光荣和责任， 她希望自己能在一
点一滴的教学中与学生一起在思想上
前进和成长。 白洁也常常对她的学生
说， 作为一名老师是非常幸福的， 她
期待每位学生不负时代 、 不负韶华 ，
在实践中成就出彩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