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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五角场，高楼鳞次栉比，人群

川流不息。在喧嚣闹市的环绕之中，隐

藏着一座信仰的圣地。过去 3 年里，500

多批次、近 2 万人慕名来到这里，感受真

理和信仰的力量。

这就是坐落于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杨

浦教学区信息化大楼的“真理的历程——

《共产党宣言》情境教学馆”。在这里，

人们沉浸在由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

科学理论所形成的浓郁氛围中。

络绎不绝的人流，形成了一条连绵

的学习之河。一个人从这里走进再走

出，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理解就能更深

一层。

“这种效应，源于《共产党宣言》的

真理魅力，来自教学馆的生动展示。这

是我们用心血浇灌出的讲台。”国防大

学政治学院教授、情境教学馆负责人翟

桂萍说。

以情境教学馆为讲台、为舞台、为

阵地，在国防大学政治学院，翟桂萍和

同 事 们 所 组 成 的 团 队 被 人 称 为“ 播 火

队”：让学员沉浸于马克思主义经典，在

学员的心头点燃真理与信仰的火焰。

2021 年 6 月 24 日，教学馆在中国共

产党百年华诞之际揭幕，鉴定评估专家

们给出了权威细解——

这里，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转化

为可触可感、既有硬度又有温度的实体

情境。

这 里 ，创 新 了 思 政 课 教 育 教 学 方

式，搭建了新时代理论武装的新载体、

新平台。

这里，使学员深刻理解“中国共产

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的

内在逻辑……

这 些 年 ，教 员 们 在 教 学 馆 讲 授 的

“《共 产 党 宣 言》与 中 国 共 产 党 初 心 使

命”专题授课教案，获评军队院校政治

理论优秀教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研读》在线课程，被评为全军军事职业

教育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以该馆为

依托的现地情境教学已经纳入学院各

个培训班次的教学计划。看情境教学

馆，成为前来受训的学员们走进学院后

的“第一个目标”。

该院领导说：“为一本经典著作打

造一个馆，经典著作因此变得鲜活，这

门 课 程 也 因 此 变 得 鲜 活 。 鲜 活 起 来

了 ，我 们 的 经 典 理 论 教 学 就 能 更‘ 入

心’。”

在全军学习宣传贯彻中央军委政

治 工 作 会 议 精 神 的 热 潮 里 ，我 们 踏 访

《共产党宣言》情境教学馆，寻找真理因

鲜活呈现而更加“入心”的故事。

情 境 教 学 馆 的“ 播 火 ”故 事
■陈 茜 苏 啸

习主席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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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作为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思政

课讲的不是一般道理，而是马克思主义

的真理。开展思政课教学，目的在于通

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更好地

正本清源、启智润心、铸魂育人。

内容为王，道理先行。马克思主义

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

论、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博大精深，

思想深邃。讲好思政课，首先要深耕马

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紧跟党的创新理论

发展步伐，拓展学术视野，厚实理论积

淀，加深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

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理解把

握。国防大学政治学院经典著作教学

团队长期深研经典，为讲好培根铸魂

课、初心使命课打下了坚实的学理支

撑。

讲 道 理 ，既 要 理 直 气 壮 、鞭 辟 入

里，也要深入浅出、生动鲜活。讲好思

政课，需要在创新方式方法上下功夫，

熟练运用各种典型案例、互动方法、技

术手段等，将艰深的学术成果转化为

通俗的课堂表达，将基本原理具象化

为生动道理，形象揭示出复杂社会现

象背后的本质规律，回答好如何解决

现实问题的忧思关切，完成“是什么”

“为什么”“怎么办”逻辑闭环，充分展

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魅力、实践伟力

和时代活力，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

成果入脑走心。

打造《共产党宣言》情境教学馆、

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学习书苑、建设“智慧教室”……

近年来，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推进思政课

教学模式方法创新，既重塑了思政课堂

形态，营造了沉浸式、互动式学习环境，

也变革了课堂教学模式，激发了青年官

兵的理论学习热情，探索出一套契合新

时代青年官兵思维特点的理论“打开方

式”。经典理论不再是枯燥的文字，硬

核道理实现“心灵软着陆”，真理的味道

越品越甜，广大官兵经历了从“低头”到

“抬头”再到“点头”的转变。

思政课建设永远在路上。军队院

校要自觉把推动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

作为加强党的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的

重点工程，坚持党委主抓，更新思维理

念，形成工作合力，强化技术赋能，以优

质思政课资源助力强军胜战，谱写学习

宣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的育人新篇。

从“低头”到“抬头”再到“点头”
■濮端华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学员在《共产党宣言》情境教学馆观看《共产党宣言》话剧片段。 罗益勇摄

6 月 29 日，《共产党宣言》情境教学

馆迎来今年第 95 批参观者——海军军

医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大三学员。

“ 坚 定 理 想 信 念 、加 强 思 想 改 造 ，

来 这 里 学 习 是 第 一 课 。”学 员 祁 相 卫

说。

在一片“海军白”的簇拥中，教授翟

桂萍为他们量身定做了“开场白”：

“ 习 主 席 强 调 读 原 著 、学 原 文 、悟

原理。而《共产党宣言》是第一部系统

阐 述 科 学 社 会 主 义 原 理 的 伟 大 著 作 ，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以 纲 领 和 宣 言 的 形 式

向世界宣告了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初

心和使命。大家选择来这里思考感悟

中 央 军 委 政 治 工 作 会 议 精 神 ，来 对 地

方了。”

在“深、厚、专”基础
上，追求教学的“新、活、趣”

学员们走进序厅，第一眼是震撼。

只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式雕像，其下

是镶嵌着鲜艳党徽的《共产党宣言》汉

白玉雕塑。雕像背后，405 个来自不同

国家、不同语种的《共产党宣言》影印本

摆满整面墙。

与历次在序厅授课一样，翟桂萍照

例将学员们“深吸一口气，眼神变庄重”

的“表情包”尽收眼底。她知道，这效果

正是来自团队有意的精心设计。她不

禁回忆起 3 年前在研讨情境教学馆设计

思路时，大家形成的一个共识：“必须先

声夺人、全程夺人，让学员能‘看见’马

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

这共识，也是该院建设《共产党宣

言》情境教学馆、将经典理论课堂从教

室迁移到情境教学馆的初衷。

这个初衷，是被一次课前学情调研

“逼”出来的。

2017 年 3 月，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

论导读》课程开课前，授课团队在对某

培训班学员的学情调研问卷上提出这

样一个问题：

“如果课程教学计划不安排，你愿

意主动读《共产党宣言》吗？”

答 案 五 花 八 门 ，有 一 些 还 非 常 扎

眼。多年过去了，该院马克思主义理论

系 主 任 姜 延 军 还 能 复 述 其 中 的 几 个 ：

“新书都读不完，何必啃古董”“读也读

不懂，读了也白读”……“当时，这令我

们感到十分不安。”姜延军说。

从“ 不 安 ”的 那 一 刻 开 始 ，教 学 团

队 在 学 院 领 导 和 机 关 的 强 力 支 持 下 ，

开 始 在 马 克 思 主 义 经 典 教 学“ 深 、厚 、

专”优势基础上，对教学的“新、活、趣”

开 始 了 追 求 和 研 究 。 讨 论 中 ，学 院 领

导提出为《共产党宣言》打造一个情境

教 学 馆 的 想 法 ，让 团 队 全 体 成 员 立 刻

兴奋起来。

为把真理的力量变得真切，讲台上

的“角儿”、学术界的名家，变身成了“设

计师”“策展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挚爱、深研和笃行，转化为教学馆独具

匠心的设计。

走过先声夺人的序厅，在第一展厅

“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为人类工

作的一生以及他们之间的伟大友谊，让

学员为之动容。

接 下 来 ，“ 壮 丽 日 出 ”“ 红 色 经 典 ”

“ 革 命 风 暴 ”“ 伟 大 事 业 ”“ 超 越 时 空 ”

等 展 厅 依 次 展 开 ，图 文 、场 景 、文 物

等 ，都 以 一 种 区 别 于 传 统 课 堂 讲 授 的

方 式 ，生 动 呈 现 了《共 产 党 宣 言》的 文

本内容、生发逻辑、翻译传播和实践影

响。

“ 我 们 的 真 理 是 有 故 事 的 真

理。”授课结束，学员们意犹未尽，教学

馆里，留下了他们的赞叹和议论。

沉浸，是打开理论学
习之门的金钥匙

使学员“悦读”经典，秘诀在“沉浸”

二字里。“沉浸”，也是教员们总结自己

的情境教学法时，所认定的关键词。

“我们让学员沉浸在情境中，不仅

动 眼 、动 耳 、动 嘴 ，还 要 动 手 、动 脚 、动

脑。”翟桂萍介绍。

理论课教学实现了从“捧着书本教、

坐在课堂学”，到“指着展品教、走进场景

学”转变。因为有了“场景”，经典著作不

再高冷，甚至可以变得“有点酷”。在“知

识问答”触摸屏上“联机”，同台比拼谁是

“理论学霸”；在声光电高质量仿真的“巴

黎公社”“十月革命”情景中，精细体验革

命进程的悲歌狂飙……这些，让学员的

共情与共鸣达到高点。

在“壮丽日出：《共产党宣言》的诞

生 ”展 厅 ，有 一 幅 油 画 作 品《吃 土 豆 的

人》复制品。展示这幅油画，是为了让

学员意识到，在《共产党宣言》诞生的年

代里，工人阶级极度受剥削受压迫，从

而了解“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

欧洲游荡”的时代背景和条件。

走到油画前，教员讲完基本理论知

识，总会抛出一个问题：“大家觉得，最

后的土豆该给谁吃？”当代中国青年早

已陌生的苦难感、窒息感，通过这幅油

画 穿 越 时 空 ，袭 上 每 名 学 员 的 心 头 。

“‘小土豆之问’，让我们瞬间理解，当时

无产阶级的苦难是真实的，《共产党宣

言》是悲悯的，革命先辈的流血牺牲是

伟大的。”一位学员说。

在教授李海平看来，“沉浸”为理论

课带来的是“身到、心到、理到、情到”，

由此，经典理论文本与当今青年之间的

“隔膜”“距离”，就容易消融、容易跨越。

情境教学馆建设顾问、上海科学社

会主义学会副会长孙力教授用“应运而

生”来形容教学馆的意义：“这绝不是对

科学理论的浅表化、碎片化处理，这是

适应信息化时代的发展趋势和当今青

年思想特点，对经典理论做出既新颖且

体系化的呈现。”

“在这里产生的体验和感悟，唤醒的

是青年学员内心的理论激情。”孙力说。

提升思政课的吸引
力，信仰就能在青年学员
心中扎根

在“革命导师”展厅拐角的一块展

板上，展示着马克思 17 岁中学毕业时的

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的

一段话：“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

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

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

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

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

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

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

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在这里，几乎每名学员都会与革命

导师、也与自己来一场“隔空对话”：“我

17 岁时在想什么？现在的我，有没有忘

记当年的理想？”

在翟桂萍看来，人们被青年马克思

激情、深邃的文字所感动，从而扪心自

问、检视初心的过程，正是教学馆建设

的价值所在、用心所在。

“我们馆和我们在馆内的教学，都

有两条线。一条是理论学习线，另一条

是信仰培塑线。”翟桂萍说。

只要时间允许，教员们总会带着学员

在教学馆庄严肃穆的氛围里，驻足观看话

剧《共产党宣言》片段，或者齐唱《国际

歌》。在翟桂萍的印象里，那一刻，不少学

员的眼角都含着泪光。在教学馆留言簿

上，有学员写道：“在这里唱《国际歌》，真

的能感到‘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沉浸在真理的故事之中，青年学

员在共情中共鸣。”这是副教授郭玉梅

的总结。她在授课中很爱讲周恩来同

志与《共产党宣言》的故事。

1975 年 1 月，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

会议上，周恩来见到陈望道，马上急切

地 询 问 找 没 找 到 他 翻 译 的《共 产 党 宣

言》中文首译本。已罹患癌症的周恩来

对陈望道说：“当年长征的时候我就把

《共产党宣言》当作‘贴身伙伴’，如果能

找到第一版本的《共产党宣言》，我真想

再看一遍。”郭玉梅每一次讲到这里，都

会看到学员们的眼眶慢慢地红了。她

认为，这意味着“学员们感受到了共产

党人在信仰问题上应有的纯洁，以及因

这种纯洁而产生的博大和美好”。

学员胡慧倩前期参观后说，陈望道翻

译《共产党宣言》时心无旁骛，错把墨水当

红糖水，吃得满嘴黑墨而浑然不觉。“我们

在教学馆学《共产党宣言》，也和陈望道先

生一样，感到信仰的味道是‘甜’的。”

如今，胡慧倩是教学馆的志愿者。她

在教学馆拍摄的《共产党宣言——信仰起

源》微课，荣获“上海好声音”。在发表获

奖感言时，胡慧倩说：“真理的声音最动

听，信仰的味道最动人。我很幸运，与《共

产党宣言》情境教学馆结缘，在这里倾听

真理的声音，在这里爱上信仰的味道。”

“虽然信仰看不到摸不着，但通过

有效提升思政课的吸引力，信仰就能在

青年学员心中扎根。”姜延军说。

教学馆出口，摆有《共产党宣言》经

典语录书签，完成学习的学员离开前可

自取留念。这里总是很热闹，学员们总

在 这 里 仔 细 挑 选 ，放 进 书 包 ，悄 然 离

场。书签的颜色、样式各异，却有同样

的一句题记：把信仰带回家。

一个馆，几堂课，镌刻
着信仰者、奋斗者们的追
光人生

对《共产党宣言》这本书，对马克思

主义经典理论这门课，该院马克思主义

教学团队已经深耕多年。

书 ，是 不 变 的 ；真 理 也 是 不 变 的 。

但讲经典、讲真理的教学方式，始终在

主动求变。

《共产党宣言》情境教学馆就是“求

变”的最新成果。而这最新成果的背后，

是一群真信、真学、真力行的真教员、真理

论工作者。“一往情深爱经典，凝神聚气学

经典；皓首穷经研经典，与时俱进用经

典。”该院经典著作教学团队用马克思主

义铸魂育人的故事，从此翻开新的一页。

建馆攻坚冲刺期的 50 多天，翟桂萍

每天工作 18 小时。有一次困倦至极，她

仰在办公室的椅子上就睡着了。醒来

时发现，其他教员为了让她能多睡一会

儿，都在蹑手蹑脚地干活。

那一阶段，团队里无论是专家教授

还是普通教研骨干，无论是临近退休的

老同志还是年轻教员，人人都全身心投

入。李海平总结说：“这个过程，既是理

论研究、设计展陈的过程，也是敬仰经

典、敬献真理的过程。”

教学馆里的不少展品，都留下了脍

炙人口的佳话。绒绣作品《亲密战友》，

再现比利时布鲁塞尔白天鹅咖啡馆内，

马克思、恩格斯联手写作《共产党宣言》

的场面。国家级非物质遗产传承人李

蔷为完成这幅作品，历时 180 个日夜，调

配 了 2000 多 种 颜 色 ，绣 制 了 60000 多

针。更令人称道的是，在为情境教学馆

创作这幅作品的过程中，原本是无党籍

人士的李蔷被深深触动，在作品完工之

时，向组织郑重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共产党宣言》是共产党人的‘真

经’。为这部‘真经’打造一座殿堂，并在

这个殿堂里讲授马克思主义‘真经’，让更

多的人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份崇高的

事业，也是我们一生的荣耀。”翟桂萍说。

学 习 经 典 理 论 的“ 沉 浸 之 旅 ”
■苏 啸 陈 茜 本报特约记者 李习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