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课程思政的兴起，近年来，西

南交大通过各种政策引领和制度构

建，鼓励教师在大思政背景下形成思

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发展。但具体

到操作层面，如何把思政元素有机嵌

入专业课程，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

领的有机结合？是专业课和思政课老

师需要共同面对的挑战。

一次偶然机会，谢瑜与学校土木

工程学院一位老师参加活动时，聊起

了在做课程思政时遇到的问题：如何

在专业课程中更自然地融入思政元

素？谢瑜发现，这是不少老师的困惑。

于是，谢瑜在学校跨学院和专业

发起了“1+1”工作坊。来自思政、土

木、电器、物理、数学等专业的20余名

优秀教师，线上线下展开“头脑风暴”，

探讨怎样围绕主题，如大国工程背后

的国家力量和交大力量，将成昆铁路、

港珠澳大桥、西成高铁、“熊猫空铁”融

入课堂；也共同为教学中的难点，例如

专业课程老师的思政理论储备不足，

思政课教师“讲故事”的素材不足等

等，寻找出路。

一次次交流的成果，丰富了老师

们的课堂。在专业课堂上，价值融入更

自然生动了；在思政课堂中，专业知

识、鲜活案例的加入，让课堂焕发“活

力”。

工作坊培育和共建了多个省部级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作为“桥梁”的谢

瑜很兴奋，“在大思政背景下，充分发

挥专业课教师的素材优势和思政课教

师的理论优势，深入互补、同向而行，

‘1+1’必然大于2。”

“谢老师对思政课教学和研究工

作一直保持着极大的热情，这潜移默

化影响着其他思政课教师尤其是年轻

教师。”在西南交大马克思主义学院讲

师、谢瑜名师工作室成员章娟眼中，谢

瑜像姐姐一样，不仅通过加强集体备

课、指导打磨教学比赛、课题带动等来

帮助年轻教师提升思政课教学能力，

还积极创设多个科研和实践的平台，

通过老中青的传帮带，来激发每个老

师的教学闪光点。

让思政课更有吸引力和亲和力，

这需要老师充当好学生学情需求、思

政课教学要求和国家育人要求的桥梁

和纽带，满足学生期待，讲出学生想听

的喜欢的思政课。在章娟看来，谢瑜很

好地发挥了“桥梁”的作用。

“谢老师很擅长挖掘学生身边的

素材，她在课堂上总是能很快拉近与

学生的距离，引导学生对问题展开深

度讨论。”章娟说，谢瑜常告诉年轻教

师，思政课绝不能只是“照本宣科讲道

理”，而是要设置有趣的场景把学生引

进去，带着他们挖掘问题、解决问题，

学生有了强烈的参与感，思政课自然

就会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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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怡力

为庆祝第38个教师节，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激励广

大教师热爱教育事业，积极进取，开拓创新，推动各项教育事业全面发

展，本报特推出“庆祝第38个教师节·四川优秀教师典型代表风采”栏

目，宣传展示全省教育战线涌现的优秀典型。

■ 记者 杜蕾（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谢瑜给学生上思政课。

谢瑜本科就读于华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

检验专业。在大学期间，她一直活跃在社团活

动中，担任过心理协会会长、学生会社团部部

长等。

“毕业时，学校的“自然辩证法”课程缺师

资，这个课传统上需要有理工医类专业背景，

又要有志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因缘巧合，

谢瑜走上了思政课教师之路。

要站稳站好思政课的讲台并不容易。跨学

科的背景，对年轻的谢瑜来说，既是优势，更是

挑战。

“读书时我就很喜欢哲学，最初走上岗位

时，我觉得这有什么难的，但是越深入，越发现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还是科学技术哲

学研究，都博大精深，我要补的课太多了。”谢

瑜因此陷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迷茫和自我怀

疑中。

不过她没有放弃。坚持学习、坚持研究，谢

瑜不停给自己打气，她花费了无数个日夜，琢

磨思政教学内容，攻读法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

位，深入开展科学研究，并充分运用自己的跨

学科背景，关注转基因食品、基因编辑技术、人

工智能技术和机器情感等前沿科学技术产生

的社会影响和可能的伦理问题。

“现在回过头看，这种跨专业成长的经历，

成了我一次次走出自我边界，开拓进取新领域

的信心来源。”谢瑜说。

作为以工科见长的学校，西南交通大学理

工科专业占比60%以上。在长期的研究生思政

课教学中，谢瑜深感，无论是医科生还是理工

科大学生都有某种容易坠入“科学主义”的误

区，需要人文素养的培育。因此，课堂内外，她

都在积极构建科学与人文的对话。

“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

也是它的魅力所在。”谢瑜说，让理工科学生具

备反思和审慎的能力，这是她作为一名跨学科

成长起来的思政课教师强烈的使命感，“让他

们意识到科学和人文之间的张力，其实有助于

他们的研究。”

讲大学生
爱听的思政课

“今年也是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首飞30周年，我们有幸在现场见证火箭点火起飞，更真切感受到了中国精神！”

7月29日，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西南交通大学《中国精神》慕课的主创团队现场采访、录课，讲述“载人航天精神”。

《中国精神》系列慕课是西南交大打造的创新型高水平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该系列2021年7月1日在线上一经推

出，便在学生中引发热烈反响。“我们把课堂搬到现场，并邀请院士、名师实地讲授，希望借由多种形式，让思政教育

更有吸引力。”西南交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谢瑜说。她也是《中国精神》系列慕课主创团队的负责人。

如何让思政课“活”起来、“火”起来？从教22年来，谢瑜从一个刚走上思政讲台的稚嫩毕业生，到主管全校研究

生思政课教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研究生培养及学科管理工作，她始终站在思政课教学第一线，以坚定的信仰、生

动的讲授，浸润着每一名学生。

谢
瑜

【鹰】

“咚咚咚……”神秘的鼓

点，恐惧与黑暗，恰如夜晚山间

隐匿的涓涓细流，黑暗、神秘，

却有一种孤芳自赏的凄惨壮

美。当火焰亮起的那一刻，一只

只“鹰”腾空而起，似是水终于

冲破层层阻拦水滴石穿，又似

鹰突破重重危险终获新生，人

与自然的相互冲突又和谐共

处，黑暗的凄美与鹰力量的震

慑，令我不禁流泪满面。

【水】

“滴滴滴”的水流声，仔细

一听，还有人走动的细碎脚步

声。如果说上一章展示了荡气

回肠的男性的力量之后，这一

章又为我们展示了女性的婀娜

之美。一排穿着彝族服饰的女

子向我们走来，或是轻快地跳

舞，或是戏水嬉闹，或是用那含

水的眸子深情望着我们。紧接

着，位于中间的红裙女子迈着

莲花步向前，五分优雅、四分轻

快却又夹杂着一分含蓄迷人。

随着她的走动，红裙似一朵红

莲绽放，令天地间都为之失去

颜色。脑海里回响着一句话，

“她一笑，我的命都是她的。”

【火】

“噗噗噗”，一股灼热的热

浪扑面而来。从开始的舞火笼、

摔火棍等杂技，最后所有演员

退场，整个舞台烟花绽放，细碎

如金子般的光更是肆无忌惮地

倾泻而下。是烟花、是星光，更

是繁星点点，浪漫与希望。

“咚”，随着背景的最后一处灯

光熄灭，只留下满树星光璀璨，

大美锦绣山河。这耀眼、惊心动

魄的美，完美诠释了“生如夏花

灿烂”。

【山·牛】
“啊哩啊哩啊哩啰”是山主

题展现的安宁生活的淡然之

美，“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

明又一村”是牛主题历经磨难

终见彩虹的欣喜。

【启示】

原始与现代文明的和谐共

处，该文化剧也给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提供了

新思路。对传统文化，我们不应

该让它“死”在博物馆，而应该

让它“活”在人们生活中。

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必

然遭遇了同与异、交流与碰撞。

试想当年彝族与汉族交流融合

必定也有过冲突矛盾，最终融

为“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和

平相处关系。可是放眼当下，两

族相处异中有同，共同发展，互

惠互利，终是皆大欢喜的结局。

某些国际问题，若能以共同发

展的和平方式，许多看似的“大

难题”是否可以得到更好的解

决？

【结尾】

“噗噗噗”是希望的火焰在

燃烧，“滴滴滴”是圣洁的水在

泼洒，“哒哒哒”是密集的鼓点，

终给我们带来听、视、触、嗅等

多个感官的盛宴。

静与动，男性的力量与女

性的婀娜，火焰与黑暗，磨难与

希望，彝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

明，如同一缸老酒，香甜与辛辣

的碰撞，恰似这场文化盛宴，动

人心魄，味道绵密又令人回味

悠长。

那喧嚣的鼓点、那绚烂的

烟火、那红裙的女子，终成记忆

中一抹挥之不去的色彩，而那

些安宁美好的生活则永远令人

向往……

“你是学习什么专业的？你知道玻璃的哲学

吗？”上课铃声响起，谢瑜并没有急于上课，而是

走下讲台，来到一名听课学生旁，跟他聊天。

这是一堂“自然辩证法概论”课，从一个小

问题切入，谢瑜和学生认真探讨起来。学生们

兴致勃勃地讲述自己感知到的现象，谢瑜联系

哲学理论进行阐释，再引入当天课程的重点

——从“自然观”的变迁到“科学和宗教的关

系”，带领学生由浅入深地思考，课堂气氛轻松

活跃。

“谢老师总能把枯燥的理论和我们日常关

心的话题相结合，从科研、求职到恋爱、人际

等，跟我们交流，每次都能很快调动起大家的

积极性，并潜移默化地引导我们去反思。”译介

学专业2021 级博士赵自强说，谢瑜的课一直

非常受研究生欢迎，课堂参与度很高。

如何让思政课堂“活”起来？近年来，谢瑜

不断探索创新思政课的教学方法，形成了基于

“倾听—对话—反思”的“共情”教学模式。该模

式获得了教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优秀教学方

法推广项目资助。

“简单来说，就是老师在进行知识型教学

的同时，设计相应的教学环节将学生带入到具

体的情景中，通过层层对话讨论，让学生逐步

置身于问题中用课堂上学习的辩证唯物主义

方法寻找答案，在问题意识中获得寻找新知的

动机及乐趣。”谢瑜介绍。

在谢瑜看来，思政课需要避免“满堂灌”的

单方面输出，一定要结合具体的事例和案例，

而什么案例最能吸引学生？“必然是生动有趣、

贴近学生生活现实的话题。”

赵自强在上“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课

时，有一堂讲科学技术对生活影响的课让他印

象深刻。谢瑜没有一开始就讲科技，而是抛出

“大家向喜欢的人表白会用什么方式”的问题，

在大家热烈讨论后，适时提出“科学技术对我

们交往方式以及认知方式的影响是什么”这一

思考，以此进入课程。

赵自强说，谢瑜的课让他改变了过去觉得

思政课枯燥的看法，“我们总能在谢老师的课

上找到共鸣。”

“思政课教师需要有‘个性’一些，有与学

生共同探索未知的开放心态，不同专业背景的

老师可以结合自己的专业素养和研究兴趣，不

断创新教学方式，把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发挥起

来。”谢瑜说。

结合“对话—反思”模式，谢瑜和学校其他

思政课教师一起探索出中国故事教学法、老科

学家口述史研究法、科技人物访谈法等教学方

法，尝试用学生街头访谈、回乡调研、师生对话

等多种方式，探索思政课教学的多种可能性。

谢瑜还带领团队探索线上线下结合的教

学模式，2019 年，她开始着手“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网络课程建设。2020 年，

她又马不停蹄地带领团队开始《中国精神》系

列慕课的拍摄和制作。“比起线下，线上慕课可

以整合多种素材，以多种形式有效传播；而在

线下，又可以结合慕课，跟学生分享感受，得到

反馈。”

“讲好思政课不容易。”谢瑜说，“我们思政

课教师不仅要具有仁爱情怀，心中始终装着学

生，同时还要不断学习，紧跟时代步伐，常讲常

新、推陈出新，才能上好思政课。”

“跨界”成长的思政课教师

“我们总能在谢老师的课上找到共鸣”

做“1+1>2”的“桥梁”

——观《阿惹妞》有感

生得绚烂
活得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