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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宁波这座城”征文活动
是一次很好的爱国爱乡教育，也
是生动的思政实践课程。对于广
大学子了解宁波文化，领悟宁波
精神，感受宁波魅力，从而增强宁
波自信和荣誉感，具有重要的实
践意义。

挖掘、整合和弘扬地方优秀
传统文化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
然选择。把地方文化融入学校思
政课，不仅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
义发展，又能够充实思政课教学
内涵，提升思政课教学效果。

地方文化融入思政课要做到
“三要”。

一要挖掘和整理。要全面和
深入挖掘地方红色根脉等优秀传
统文化资源，结合课程内容，有机
整合、做到“春风化雨”“润物细无
声”，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知
行合一。精准挖掘地方优秀文化
典型，比如藏书文化、港口文化、
浙东文化和宁波帮文化等，实现
传统文化教育要素与思政课内容
的有机结合，提高思政课的内涵。

二要科学结合。地方文化与
思政课的结合要做到水乳交融。
不是简单机械的把地方文化放进
课堂，而是根据思政课教学大纲

的教学要求，对挖掘整理出的传
统文化元素在教学实践中进行再
诠释。既要让地方传统文化焕发
新的生机，又要丰富扩展思政课
内容的深度和广度，让优秀传统
价值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融会贯通起来。

三要形式多样。将地方优秀
传统文化价值融入思政课，就要
跳出思政课传统教学模式，要打
破时空限制，从课堂组织、教学方

式和方法和教学内容整合等方面
去探索，比如，这次征文活动就是
一次很好的思政教育活动形式。

作为思政老师，我们要用好
地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探索创
新思政课的内容、模式和实践方
式，以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
法去诠释地方传统文化方式，促
进青少年接受、理解和认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爱国爱乡
的荣誉感并积极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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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里，老师与学
生。媒体里，传播者和
受 众 。两 个 不 同 的 场
景，有形与无形，传播
的 内 核 是 一 样 的 。思
政，离不开时政。作为
一个教育类的媒体，我
们一直把引导青少年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历
史 观 、价 值 观 作 为 己
任 。所 以 ，2020 年 1 月
份 ，《现 代 金 报》转 型
为教育类媒体后，就开
出了每周一期的《时事
课》栏目。

我们运用媒体新闻
报道的优势，在思政课
的内容供给和产品输
出方面，蹚出一条具有
宁 波 特 色 之 路 。一 方
面，编辑部利用组织起
来的学校名师专家团，
提前策划并和宁波各
学校思政名师沟通，打
造纸端课堂；另外一方
面，我们带着孩子研学
宁波，挖掘红色根脉、
感受传统文化、领略改
革之变。

接下来，我们还将
建设教媒融合的甬城
特 色 乡 土 教 材 读 本 ，
带同学们在这里热爱
祖国、感恩家乡、胸怀
天下。

希望这样的方式，
在全国教育系统思政
课体系中，走出一条甬
城特色的教媒融合新
路。上好思政实践课，
我们责无旁贷，我们始
终在路上。

说到思政课，许多人就会蹦
出一个词“高冷”，这或许是那些
曾经拿着教材文件照本宣科的课
堂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思政课是
没有生命的、干巴巴的。

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把
小的思政课堂融入大的社会课
堂，用好宁波地方资源，讲好宁波
历史故事，或许会让我们的思政
课更“接地气”。

宁波的历史文化可以说为我
们的思政课提供了地缘相近、发
展相依、人脉相亲的教学资源。那

么，如何把宁波的地方资源融入
思政课堂，我认为要处理好“谁来
讲、讲什么、怎样讲”三个问题。

谁来讲？不仅需要教师讲，更
需要学生和其他主体讲，通过双
向的、多维的思维情感，真正激发
学生的认同感和感知力。

讲什么？宁波历史悠久，8000
年的井头山和 7000 年的河姆渡
见证了中华文明的起源。而回望
宁波城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讲
一讲，从821年子城建立到1844
年正式开埠，宁波古城在三江口

屹立的一千多年古代史；从1844
年开埠到1983年建立宁波市，宁
波城市“三区鼎立”的格局延续了
一百多年的近现代史；更可以讲
一讲，从 1983 年至今，不到四十
年的时光里，宁波城市“多片争
辉”的时代故事。

怎么讲？案例教学、现场体
验、线上互动，道路千万条，学生
第一条。无论采用何种形式，把学
生从课堂的静听者变为参与者和
阐释者，变被动为主动，才能真正
做到思政课的“深入人心”。

用好宁波地方资源,让我们的思政课更“接地气”
陈家晶（宁波市名师、四眼碶中学思政教师）

地方文化融入思政课要做到“三要”
张新光（宁波市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与实践研究基地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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