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市教育局教研室思政教研员
许军国：

又是一年毕业季，每位教师都
在思考怎样上好最后一课，尤其是
讲人生道理的思想政治课。教师可
以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来
讲道理，让最后一课成为学生终生
难忘的一课。

宏观层面，要讲好马列主义的
真理。思想政治学科比理科更难
学，在于思想政治学科不仅有一个
对不对的科学问题，还有一个信不
信的信仰问题。马克思主义不仅是
科学，更是真理，让学生记住，这个
理是“真”的。所以，思想政治课要
回答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
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为什么好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
现实问题。让学生站得高看得远，
站稳政治立场，提高政治站位，确
保学生在走上社会之后能顺利成
长。

中观层面，要讲好民族复兴的
道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
学考察时强调，“思政课的本质是
讲道理，要注意方式方法，把道理
讲深、讲透、讲活，老师要用心教，
学生要用心悟，达到沟通心灵、启
智润心、激扬斗志。”我们认准马克
思主义这个“理”，找到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这条“道”，这个“理”紧贴
这条“道”，“道”走对了，彰显“理”
的科学与自信。

微观层面，要讲好为人处世的
情理。思想政治课讲情理，还要做
到由“情”及“理”。在厚植家国情怀
的同时增强人文关怀，讲好为人处
世、待人接物的情理，引导学生正
确对待顺境与逆境、成功与失败，
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尚未佩妥剑，转眼便江湖。愿
历尽千帆，归来仍少年。”最后一堂
的思想政治课，教师要将真理、道
理和情理结合起来，让学生佩妥马
克思主义的宝剑，踏上人生征途，
书写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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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
学院院长、教授、国家级课程思政教
学名师
陆晓莉：

如果说大学是一首诗，毕业“思
政课”就是最后一行昂扬的诗句。上
好毕业前的最后一堂思政课，对强化
大学生进入社会前的理论武装、提高
明辨是非能力、提升职业道德品质、
涵养家校情怀等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思政
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
合起来。”当下，毕业生最后一堂思
政课一定程度上还存在形式单一、
内容陈旧、场域单调等问题。要讲好
这堂“大思政课”，就需要我们厘清
高校毕业季的关键性和特殊性，从
教育主体、教育内容、教育规律等方
面全面统筹。

首先，形成多方合力，教育主体
要多元化。发挥学校、教师的主导地
位，做好价值观引导和毕业生能力提
升。发挥朋辈引领作用，通过邀请优
秀校友返校座谈、优秀毕业生分享典
型故事等活动，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激发学生将收获感悟转化为行动的
强大动力。凸显毕业生的主体地位，
畅通毕业生意愿表达的渠道。

其次，聚焦学生需求，教育内容
要全方面。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
复杂，浮躁心态在学生群体中时有体
现。因此，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及
学生成长发展角度出发，开展服务式
引导。一是面向就业，帮助学生了解
国家现行就业政策法规，理智择业。
二是面向职业，引导学生树立终身学
习观念，不断提高与职业发展和事业
要求相适应的素质和能力。三是面向
社会，让学生对未来规划的引导和教
育中，与时代同向同行。

最后，注重过程体验，教育方式
要多创新。第一，实施翻转课堂。以学
生问教师答的模式，深度答疑解惑，
积极引导学生将初入社会的不安情
绪，由点到面将感性认知提升为理性
思维。第二，开展沉浸式教学。除传统
的课堂教学外，还可开展情景教学、
现场教学、虚拟仿真体验等，让学生
有充分体验感悟，激发青年大学生深
度学习和终身成长意识。

大学教育是一个闭环，“最后一
课”更要郑重对待，多一点仪式感，多
一点参与感，多一点人文感，多一点
温度，相信直抵心灵的毕业“思政课”
会成为最“有味道”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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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一场青春的告别。在离愁别绪
之外，“最后一堂思政课”的娓娓道来，为
这场告别注入了更丰富的意涵。连日来，

“毕业前的最后一堂思政课”系列报道，
得到了热烈而真挚的回响。不同的学校、
不同的师生，在各自的告别时刻，为彼此
也为我们，呈现了一堂堂精彩纷呈而又
意义厚重的思政课。丰富多样的形式，深
刻隽永的内容，以及贯穿其间炙烈的真
情实感交织，构成了一个个令人动容的
凝神时刻。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思政课教师，要
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
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近年来，有关思
政课的话题，每每出圈、引爆全网。在全
新的媒介生态内，“思政课”成为独具魅
力的校园叙事。应该说，相较于以往，思
政课的内涵与外延都获得了极大拓展，
但一以贯之的，始终是笃定的价值信仰、
信念认同与责任担当。在此过程中，一批
德才兼备又极具个人魅力的教师，发挥
了重要作用，润物细无声的力量，往往就
在言传身教之间。

透过“毕业前的最后一堂思政课”的
课堂，念念不舍之间，师生深情不言自
明。殷殷期盼、谆谆教诲，说不尽的话浓
缩在这短短的“最后一课”，一语胜千言。
海曙外国语学校青林湾校区的思政课教
师林云，语重心长地对毕业班的学生们
说：“希望你们以后不管走到哪里，都能
有所为，有所不为。坦坦荡荡地为人，堂
堂正正地行事。品行端正方能无所畏

惧。”要言不烦，余韵悠长。这段视频，刷爆
朋友圈，“思政课”所引发的共鸣效应，恰
恰在于其价值共识。

“最后一堂思政课”，标志是一段岁月
的结束，一段人生的开启。承前启后的重
要节点，老师的走心教导，消解了青春的
迷茫。浙江万里学院的俞跃老师给汉语言
文学专业的大四班级上了最后一堂思政
课，“把不确定的事情变成确定，克服意料
之外的困难才是真的勇敢”。这是一位大
学老师的寄语，也是一位相识了四年“老
朋友”的鼓励。勇敢走出校园，走进社会，
迈入职场，“最后一堂思政课”注入的能
量，让这群年轻人元气满满。

就算不谈那些宏旨大义，不去憧憬梦
与未来，“最后一堂思政课”也可以凭着真
诚的对话、真实的感悟，别开生面。在宁波
市五乡中学，一位备受学生喜爱的食堂阿
姨走向讲台，这堂不走寻常路的思政课，
反而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你问我
答”，学生们的问题角度各异，阿姨的回答
直率坦诚。一问一答之间，整个中学生活
的回忆串成一线、由点及面。每日亲妈式
投喂的食堂阿姨，在课堂上分享了自己关
于家庭责任、生活态度与敬业精神的感
悟，推心置腹。

“最后一堂思政课”里，无论讲述者还
是倾听者，都是全情投入的主角。这是最
难忘的一课，也是一次青春的回放、自我
的检视，那些关于道德规范、人生理想、使
命担当的教诲与对谈，必可护佑一代人成
长。

本报“毕业前的最后一堂思政课”系列报道引热议

润物细无声的力量，往往就在言传身教间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思政课教师，要

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
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毕业季，中小学
生即将升学，踏上新征程；大学生即将离
开象牙塔，正式进入社会。在这个特别的
阶段，给毕业生们上“毕业前的最后一堂
思政课”意义非凡。因此，从4月起，本报
推出了针对大、中、小学毕业生的特别策
划：“毕业前的最后一堂思政课”系列报
道。思政教师以特别的形式寄语毕业生，
助大家走出自己人生的别样风景。

4月24日，“毕业前的最后一堂思政
课”系列报道在甬派APP上正式开篇，现
代金报视频号同时发布“最后一堂思政
课”系列视频。开篇中，初中老师以“消费
券”为切入点，告诉毕业生要“坦坦荡荡
做人，堂堂正正行事”，言辞恳切引发了
广大受众的关注，当天同步发布的视频
号便“刷爆”了朋友圈，该报道点击率破
10万。评论区里网友的赞扬声不断：“这
才是师者”“遇见这位老师，是青春里的
一大幸事”“是我女儿的老师，最好的班
主任”……

随后，该系列以至少一周一篇的频
率，分享在校学生毕业前的“最后一堂
思政课”，共刊出近十篇系列报道。执教
老师不仅有来自各个大学和中学的思政
教师，还有食堂阿姨、校长、支教老师等，
他们以各自的视角和独特的执教风格，
不仅让听课的学生们印象深刻，还掀起
了讨论思政课堂的热潮。栏目一经推出，
便获得了巨大反响，这些思政课打破了
枯燥、乏味的刻板印象，以鲜活、生动、
充满时代感的课堂赢得了广大读者们
的喜爱，甬派APP上该栏目的总阅读量

近100万。
在“毕业前的最后一堂思政课”栏目

中，有不少思政课“出圈”。如，在4月29日
现代金报视频号发布的视频中，宁波工程
学院的思政老师陈佳眉对毕业生的寄语，

“希望学生们摆脱戾气、不忘勇气，去成为
想成为的闪闪发光的大人”，引发了网友
们的共鸣。该视频被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
办公室的官方视频号“美丽浙江”转载，点
赞数和转载数均超过5000人次。“教书育
人、传道授业解惑的好老师”“我们顶峰再
见”“有爱心且用心的老师”……众多评论
是对执教老师的最好肯定。

5月26日，宁波市五乡中学的食堂阿
姨与学生们真诚对话，学生们泪洒课堂，
与阿姨真情相拥。该报道首发在甬派上的
浏览量已过25万，还登上了人民日报客
户端。报道不仅引发了广大毕业生的校园
情怀，而且，“‘同学吃面不’，真的好怀
念”“让平凡走上讲台，还原生活的本
原”……新闻下方的评论里，毕业生和在
校生打破岁月的隔阂，一起为食堂阿姨点
赞。这堂诠释了真善美的别开生面的思政
课堂，还让好几位新闻评论员情不自禁地
撰写评论文章，“食堂阿姨用无私奉献感
染着学生，诠释了爱的教育”“思政课必须
创新，引进‘生活思政’不失为一条可行之
道”。

润物细无声的力量，往往就在言传身
教间。在“毕业前的最后一堂思政课”收官
之际，记者收到了多位来自社会各界的热
情反馈。他们以不同的视角阐述了“最后
一课”对学生们的意义，以及未来思政课
的努力方向。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林桦

让毕业生带着满满的获得感再出发
媒体评论员 然玉

栏目首位思政老师林云

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李包庚：

毕业是大学的最后一课，也是
人生新的起点。“最后一堂思政课”
是为学生在大学期间扣上的最重
要的一粒扣子，也是高度重视思政
隐性教育的一次展示。毕业生在这
一特殊的时刻，聆听一堂具有仪式
感的高质量思政课，往往能够起到
很好的入心、入脑的作用。

上好最后一堂思政课，需要导
师、班主任、辅导员、班干部的合
力。围绕学生的成长成才，把老师
们、同学们平日的观察思考，转化
为给每一位毕业生量身定制的最
后一堂思政课，为毕业生走上社会
提供一个全方位的“问诊把脉”，
让学生站在C位，感受到浓浓的学
校关怀，感受春风化雨的力量。

首先，“最后一堂思政课”的重
点在于筑牢学生思想之基。一个时
代的精神风貌，总是在青年身上得
到最生动的体现。毕业后，年轻人
将红色基因带入工作岗位，铸就青
春奋斗的红色底色，他们的信仰教
育是筑牢红色根脉的重要一环。

其次，要用实践教育锻造青春
求实成色。“最后一堂思政课”不止
在课堂，更在晒着太阳吹着风的山
川大地；在教学中融入“走红军路、
吃红军饭、尝红军苦”的实景体验
教育；在农忙季节深入田间地头与
家乡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帮助解
决老乡的急难愁盼……青年人在
实践的岗位上，锻造青春“求实求
是”的成色。

最后，用“初心”情怀沁润青春
成人本色，上好“最后一堂思政
课”，关键在于教师坚持成为“大先
生”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
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
说：“很多老师一生中忘了自己、把
全部身心扑在学生身上，有的老师
把自己有限的工资用来资助贫困
学生、深恐学生失学，有的老师把
自己的收入用来购买教学用具，有
的老师背着学生上学、牵着学生的
手过急流走险路，有的老师拖着残
疾之躯坚守在岗位上，很多事迹感
人至深、催人泪下。”“大先生”的初
心情怀，正是滋润青年人成长为大
写的“人”的最好的一堂思政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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