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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 能 忘 ，在 这 片 热 土 之 上 ，一 代

代 共 产 党 人 那 浩 然 正 气 和 耿 耿 英 魂 ，

牵 引 着 中 华 民 族 疾 行 的 脚 步 ……”国

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大讲堂内座无虚

席，前方的讲台变身为舞台，政治工作

教 研 室 教 授 唐 继 承 和 他 的 学 员 们 ，正

在生动演绎毛泽东和战友们如何来到

西柏坡 ，又如何踏上进京“赶考 ”之路

的故事。

这是学院“大西柏坡铸魂育人”情

景课的一幕。来自各战区和军兵种部

队的学员，既是听课者，也是演绎者——

他们和唐教授一起，通过不断的追问与

思索，引领课堂内容循序渐进，生动还

原历史场景。

这 是 一 场 情 景 剧 ，也 是 一 堂 思 政

课。师生们把真实的历史故事搬到思

政教育的课堂，用党史军史的实情、实

景、实例，辅以讲述、朗诵、歌唱、表演等

表现形式，引发学员们关于理想信念的

深度思考。

迄今为止，这场“大西柏坡铸魂育

人”情景课已为石家庄和北京两地的师

生、驻地官兵、友邻单位授课 5 场，超过

5000 余人观看演出。

历史再现

让燕赵大地上的红色
资源活起来

“经上级党组织批准，正定第一个

工人党支部自今日起正式成立了，任命

郝清玉同志为党支部书记！”

舞台上，着一身长袍大褂的是学员

李牧野。在他声情并茂的演绎下，进步

学生“尹玉峰”对“郝清玉”郑重宣读了

上级指示，正定县一个重要而珍贵的历

史瞬间就这样展现在观众面前。

“我好像真的穿越时空，来到了历

史开始的地方，在月色下亲历了正定第

一个工人党支部的成立！”走下舞台许

久，李牧野依然沉浸其中。

主 持 这 堂 思 政 课 的 ，是 唐 继 承 教

授。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政治理论教学

的“老政工”，十几年来，唐继承一直研

究“西柏坡现地教学”，也一直在探索思

政课教学新模式。

“发挥驻地丰富的红色资源优势，

通过学员再现革命历史故事，让政治理

论教学可看、可听、可感、可互动。”去年

6 月，唐继承提出了在教学中创排一场

沉浸式情景剧的想法，并向学院机关提

出建议。

唐教授的想法和学院党委机关的

考 虑 不 谋 而 合 。 燕 赵 大 地 ，自 古 多 慷

慨悲歌之士，现代革命史上，这片土地

哺 育 的 一 代 又 一 代 共 产 党 人 血 沃 中

华 ，是红色教育资源的“富矿区 ”。西

柏坡纪念 馆 、涉 县 八 路 军 一 二 九 师 旧

址 、正 定 民 兵 训 练 基 地 、抗 日 军 政 大

学 陈 列 馆 …… 据不完全统计，学院驻

地周边可供教学运用的红色资源多达

200 余处。

让 唐 继 承 欣 喜 的 是 ，仅 仅 过 了 一

周，学院机关就找他研究对接情景课相

关事宜。

“这些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

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

富，也是铸魂育人最有说服力的鲜活教

材，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剧排好。”学院领

导的一席话，让唐继承既兴奋不已，也

压力倍增。

经过学院政治工作处和政治工作

教 研 室 的 广 泛 调 研 和 联 合 探 索 ，最 终

确 定 采 取 官 兵 自 编 自 导 自 演 、情 景 再

现 的 方 式 ，挖 掘 以 西 柏 坡 为 核 心 的 红

色 资 源 ，创 作 一 堂 铸 魂 育 人 主 题 沉 浸

式情景剧。

暑假期间，唐继承和教研室同事们

全力投入情景课剧本创作。放假第一

周，石家庄周边正值高温，剧本创作组

一行人带着如火的激情，马不停蹄地赶

往西柏坡、骆驼湾、涉县等地，调研 20 多

个红色场馆。

连 续 两 周 ，他 们 白 天 查 阅 历 史 资

料、深挖红色故事，晚上加班创作剧本，

最终确定“赶考征程”“民族丰碑”“铁血

军魂”“鱼水情深”“太行战歌”5 个篇章，

精心创作出“赶考新征程”“觉醒”“出发

前夜”“树叶训令”“江山”“太行战歌”等

9 个剧目。

亲身演绎

让政治理论课堂带
有沉浸体验

深夜，月光笼罩枝头，创排专题组

所在的办公室依旧灯火通明。秋季学

期一开学，教员就带着学员们合理规划

角色分配，一起对剧本字斟句酌。

在《英雄赵生明》剧目中，学员王松

饰演的是一名背着受伤副团长赵生明

的战士。在演绎呼叫医生的那一幕时，

虽然只是简单的几句呼救，但排练中王

松始终找不到感觉。

“有些人物角色的演绎，光凭阅读

纸质资料，很难融入历史场景，想让课

堂 有 温 度 ，必 须 要 实 地 实 景 亲 身 感

悟。”为了加深大家对历史人物以及历

史 场 景 的 把 握 ，教 员 王 顺 风 带 领 学 员

来到革命旧址实地走访，聆听口述史，

重 温 老 照 片 ，细 心 体 味 每 一 段 历 史 背

后的故事。

站在正定县赵生明烈士纪念碑前，

王松伫立良久，思想的转变悄然发生。

1947 年 8 月 24 日，晋察冀军区四纵

队十旅二十九团副团长赵生明，带领部

队发起了第二次解放正定的战斗。敌

人躲进广惠寺华塔内负隅顽抗，为了保

护华塔这一珍贵文物，赵生明命令部队

不准炮击，改用轻武器进攻。经过英勇

战斗，最终将华塔附近敌人全部消灭，

而赵生明自己却被流弹击中，牺牲时年

仅 30 岁。

“走过那条‘生明街’，看完赵生明

烈士的故事和照片，我仿佛看到他为了

给后人留下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中国，以

血肉之躯拿着轻武器和敌人对抗。”王

松说。

有了亲身感悟，之后的排练中，王

松和战友们的情绪更加饱满、表现也更

加投入。

除了学员的情绪投入以外，环境的

设置也很重要。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历

史场景，让观众身临其境、沉浸其中，学

院机关为创作组配备了干冰、灯光，精

心制作了配套的视频短片。

对此，王顺风告诉笔者：“情景课的

关键在于打破课堂的时空限制，通过对

声光电等多种元素的综合运用，拓展课

堂 的 外 延 和 纵 深 ，全 面 调 动 官 兵 的 视

觉、听觉和思维。”

去年 11 月，情景课开始第一次正式

演出。舞台上，学员们一双双眼睛闪烁

着光芒，他们化身为一个个扛起钢枪敢

打胜仗的红军战士、背起药箱救死扶伤

的卫生军士、拿着相机穿越战场的战地

记者、宁愿站着死绝不躺着生的进步学

生……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让观众

的情绪在高涨中抵近历史现场。

课程创新

让更多的教学模式

在课堂上呈现

情景课结束时，听着全场如雷般的

掌声，看着参加演出的学员们意犹未尽，

唐继承觉得这堂课“成了”。

“入心首先要让学员动心，入脑重

在让学员动脑。”在唐继承看来，思政课

不仅在于“政”，更在于“思”，“这堂情景

课 成 功 之 处 在 于 学 员 广 泛 、深 度 的 参

与，让课堂有了‘温度’，引发大家强烈

的思考与共鸣。”

一堂课就是一次思想的启迪。沉

浸式思政课使学员置身于时空穿越的

氛围，在潜移默化中实现理论知识向信

念信仰的转化升华。

在唐继承的手机里，留存着学员发

来的一条信息：“这个课堂出乎意料，我

深受震撼，让我看到思政教育不是枯燥

的说教和僵硬的灌输，而是富有共情、

感召和唤醒的力量，引导激发出每个人

内心原生的精神追求。”

副教授张立成也是参加这堂情景

课的同志，这次经历让他兴奋不已：“情

景剧的舞台就是我的讲台，通过情景演

出创新思政课程的方式方法，让广大官

兵沉浸式、全方位感受，也令我们每个

参与者都深受感动，每次在台上都很激

动、也很振奋。”

“我从未在一堂思政教育的课上，

情绪如此激动！”新选调的年轻教员段

伟伟一边听一边记笔记，课后还不停地

提问题，像极了初入校门的新学员：“原

来思政课还能这么上！”

段伟伟认真向参与沉浸式课堂的

教 授 了 解 经 验 ，在 取 得“ 真 经 ”后 ，他

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将沉浸式、体验式

的 教 学 模 式 也 运 用 在 了 自 己 的 课 堂

中。

犹如一块石头投进了湖面，这场情

景剧很快在学院激起一场关于思政课

教学模式创新的“波澜”，更多的教学模

式也在思政课堂上一一呈现——

3 月，在组织学员赴西柏坡现地教

学中，教授刘孝良采取“情景塑造式”现

地教学模式，通过“带入场景导学、感知

场景见学、沉浸场景悟学、反思场景研

学”等六步法，让一堂简单的现地实践

课充满了现场感、还原感。

4 月，在组织学员赴邯郸涉县八路

军一二九师旧址现地教学中，教学组特

意安排了对一二九师“石桥镇誓师”的

场景还原，加深了学员们对“坚持党对

军队绝对领导”的思考理解。

今年上半年以来，学院基于“大西

柏坡”教学基地群持续打磨现地教学内

容体系 ，创新实践“提领导学、场馆见

学、沉浸悟学、情景融学、思辨促学、总

结深学”教学方法路子，先后组织 34 个

队次 2600 余人次现地教学，有效发挥了

思政育人、为战育人作用。

课 堂 连 着“ 西 柏 坡 ”
■黄婉静 陈升伟

习主席强调，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为内容支

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为力量根基，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守正创新推

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

和吸引力。

如何在思政课教学中提高针对性和吸引力？

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积极进行探索，他们采取

情景表演、配乐诗朗诵、歌曲舞蹈等表现形式，创

排了以“大西柏坡铸魂育人”为主题的沉浸式情景

剧，对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课进行集情景式、沉浸

式、体验式、娱乐式于一体的艺术性创造，让学员

们共情、共鸣、共振、共享。这个创新做法，给人以

启示。

关注校园思政课

深夜，窗外清风拂叶，空军工程大

学空管领航学院某教研室办公室里灯

火通明。刚从一线部队回来的教授王

瑛，提着行李箱回到办公室。

“我得尽快将这次从部队带回的最

新数据载入系统进行更新反馈。”王瑛

说。院校、部队两头奔波是王瑛的工作

常态，同事们说她总是风风火火。

在王瑛看来，她手里的工作容不得

拖延，学员和部队的战友都在等着她的

答复。

“科研做得好，课也讲得好。”这是学

员、同事、一线部队官兵对王瑛的一致评

价。作为第十三届全国妇联执委委员、全

国巾帼建功标兵、军队学科拔尖人才，王

瑛始终把“教员”的角色看得更重：“育人

是一份‘精细活’，对学员负责、对部队负

责、对战斗力负责。”这是王瑛的为人为师

之道。

2021 年盛夏，学员欧阳俊岫参加毕

业答辩。看到王瑛坐在台下，他不禁有

些紧张。他知道王瑛教授是出了名的

严苛。果不其然，在很多人看来毕业设

计肯定能达“优”的欧阳俊岫，王瑛只给

了他 89 分。

“战法考虑不全，作战预案考虑不

周，与实战对接不够紧密。”这句切中要

害的点评一直被欧阳俊岫记在心里，并

在 后 续 的 学 习 训 练 中 不 断 加 以 改 进 。

后来，王瑛出差恰好来到欧阳俊岫所在

部队。那时，欧阳俊岫已是旅里的骨干

参谋。当旅领导得知两人的师生关系

时，便和王瑛说：“感谢您为我们培养的

人才！”

课堂上，王瑛始终坚持给学员讲清

楚“是什么”的同时，更多地给学员阐述

“为什么”“未来又该怎样”。

课后，王瑛还会带着学员到火热练

兵一线感受战备训练的紧张氛围。她

认为，军校学员只有真正走进一线、了

解部队，才能更加清楚自己的责任和使

命，才能有方向地去学习。

“ 王 教 授 的 专 业 课 同 时 也 是 一 门

‘行走的思政课 ’，我们跟着她到部队

去，看到过各种新装备、新战法，也经历

过漫天黄沙下的对抗训练……”学员吴

昊说。

“每名军人首先要养成对战斗力极

端负责的精神。”一次，王瑛在课堂上告

诫台下的学员。原来，在课上示范作战

推演动画时，任务失败，其中一方飞行

员选择紧急逃生落入海中，部分学员没

有 意 识 到 严 肃 性 ，反 倒 在 课 堂 上 笑 起

来。王瑛生气地说：“战争是残酷且严

肃的，战斗没有‘复活键’，我们要有极

端负责的态度，对自己负责、对战友生

命负责、对战斗胜利负责。”

对战斗力极端负责，王瑛是这样说

的，更是这样做的。某部队领导在一次

大型综合演练结束后这样评价道：“每

次 演 训 结 束 ，王 教 授 都 会 结 合 结 果 反

馈，实时更新系统，让我们部队用起来

更顺手、更便捷。我们信任这样的指导

老师。”

如今，王瑛依旧奔波在院校和部队

之间。“作为教员，我一直对自己和学员

有两点希望，一是希望自己在讲台上讲

的每一堂课都能对学员的未来有所帮

助；二是希望自己的学员未来都能成为

部队的中坚力量。”王瑛说。

育 人 是 一 份“ 精 细 活 ”
■吴 曦 张禄浩

教员风采

星城长沙，国防科技大学某学院教

员赵云仔细翻阅着 11 名学员的实习报

告。报告里，是前不久学员们到战训一

线“求学求知”的难忘回忆。

初春，该院组织 2020 级学员赴多个

任务部队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联合毕业设

计。在赵云、王俊等教员的带领下，学员

们需要利用该院自主研制的软件与模型

参与部队训练和演习，把“打仗需求”嵌

入自己的毕业设计里，完成这份大学 4

年的最终“考卷”。

“原本觉得理论上已趋近完善了，到

了部队才发现在实际情况中，我们的模

型仍然很不完善……”这次赴部队开展

毕业设计，给学员李博留下了深刻印象。

“老师，我也想申请参与到学院的模

型研究当中。”一次偶然的机会，李博加

入该院某科研团队，并在教员王俊的指

导下，把该模型作为毕业设计深入探索。

当听说要去某一线部队开展毕业设

计时，李博十分兴奋，因为自己参与研究

的模型终于能得到实践检验。出发前，

李博信心满满。

“结果与实际环境有很多不匹配之

处，模型有些过于‘理想化’了。”所在部

队官兵使用后的实际感受，给李博浇了

一盆“冷水”。

李博没有想到，自己摩拳擦掌的“第

一仗”就以失败告终。

问题出在哪里？为了真正使模型贴

合部队需求，完成好自己负责的部分，白

天，李博和王俊一起与部队对口工程师

商讨改进方案；晚上，他根据改进意见不

断优化代码，常常干到凌晨。

两周后，李博带着优化后的模型再次

接受检验。数据处理分析室内，李博凝神

屏息，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仿佛自己一

个走神都会使得“靶标”偏离预期。

“图像符合预期效果！”看到最终成

像，李博长舒一口气。

“部队提供的平台难能可贵，一次实

践胜过万字文章！”谈到最终成果，李博

十分高兴，“想到我参与设计、处理的模

型未来将会真正应用到基层一线，就觉

得毕业设计特别有价值。”

同样感到收获满满的还有学员张凯

捷。这段时间，基层部队的大量技术经

验使得张凯捷应接不暇。在部队导师和

院校教员的双重指导下，张凯捷白天学

习实际操作知识，夜晚加紧修改本科毕

业设计论文。

不了解研究背景、把不清论文方向，

刚到实习单位时，张凯捷的每一小步都

迈得异常艰难。“毕业设计为什么非要到

部队来做呢？”望着空白的扉页，他感到

前所未有的苦恼。

直到一次小组会上，张凯捷从部队

导师那里了解到目前相关领域的发展现

状和所在部队的历史，那一刻，他突然意

识到：课题的研究背景和方向就在脚下。

之后的时间里，张凯捷抓紧每一次

交流的机会，把调研参观得来的数据信

息融进自己的毕业论文里，让内容愈发

贴近作战实际。看着一页页充实起来的

内容，他的心里愈发有了底气。

“毕业设计课题实践性强，涉及的专

业技能复杂度高，只是‘纸上谈兵’远远

不够。”此次活动的总负责教员赵云说，

“我们希望通过‘联教联训’的人才培养

模式，把毕业设计搬到演兵场上，让学员

有机会‘零距离’感受真实战场保障、了

解最前沿的技术需求，为后续学员的研

究选题提供鲜活的素材和依据，也为他

们系好奔赴岗位前的‘第一粒扣子’。”

而今，从一线满载而归的他们，正踌

躇满志地向下一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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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国防大学联合作

战学院组织学员到西柏坡

现地教学。

董 昱摄

右图：国防大学联合作

战学院学员参演“大西柏坡

铸魂育人”情景剧。图为学

员扮演的剧中人向建党初期

的党旗宣誓。

受希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