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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课程蜀你行·思政课教师典型人物

（本版文图均由学校提供）

罗英
成都工业学

院马克思主义学

院“形势与政策”

党支部书记、教研室

主任、教授。全国优秀教

师、2022年四川学校思政课教师年度人物、

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形势与政策”课

负责人。

让思政课堂有滋
有味、“热气腾腾”

陈松梅
四川警察学院马

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

现代史纲要教研室主

任、副教授。曾荣立个

人三等功1次，获评个

人嘉奖、年度优秀公务员

各1次。

杨雅涵
四川工程职业技

术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教授，首届四川

省“四有”好老师，四

川省“最美教师”，2023

年四川学校思政课教师年

度人物，四川省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名师工作室负责人，四川高校“双

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负责人。
让红色成为高校思

政课教学的鲜亮底色

潜心讲好“关键课程”
深情播撒精神火种

吴小莉
四川旅游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院

长，四川省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建设专家指

导组成员，四川省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教学研究会副会长，省委组织部

宣讲团成员，四川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研究中心“百人专家库”成员。

深耕教育沃土
厚植思政情怀

在 37 年的执教、治学生涯中，吴小莉坚

持博学、严谨、奉献的教风，长期从事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

和党的创新理论领域的研究，以“红色思政”

为特色，引擎助力铸魂育人体系，积极探索本

土红色资源与思政课教学融合的实践路径，

激励大学生弘扬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

践报国之行。

“红色四川”：挖掘红色资源 讲好红色故事
“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

色。”薪火相传，抹不去的红色基因。为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好红色基因的指

示精神，结合四川富饶的红色资源优势和学

校“强旅报国”的历史使命，“红色四川”教师

团队于2017年应运而生。

作为团队负责人，吴小莉牢牢抓住红色

这个根本，做好特色这篇文章，深度挖掘四川

红色资源，以文化人、以红育人，建构以八大

红色文化主题（长征丰碑、伟人故里、川陕苏

区、同心抗战、三线建设、两弹一星、改革之

乡、抗震救灾）为核心的教学体系，实施“真·
爱”教育，推进“百千万工程”。“真”是价值追

求，探寻红色文化传承的“真知—真信—真

行”转化规律；“爱”是情感体验，以爱党、爱

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家乡、爱集体、爱

学校、爱专业“八爱”教育为主线贯穿全过程。

“百千万工程”是指宣传100个红色精品景区

景点、拍摄1000个红色微视频、让10000+人

受益。

在“真·爱”教育的引领下，在吴小莉的指

导下，团队每一位老师都化身为讲故事的高

手，通过讲好红色故事、讲好四川故事、讲好

身边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式、场景化教学，

将思政教育、红色教育、人文教育融会贯通，

实现课程思政线上线下融合、课内课外融汇、

校内校外融通。“红色四川”课程所传导的培

育家国情怀、弘扬红色精神、补足精神之

“钙”、点亮“信仰之灯”、熔铸“信念之魂”、建

设美丽繁荣和谐新四川等主题，不仅有“意

义”，更有“意思”，每次选课几乎都是“秒光”，

连续5年学生评教都位居前10%行列。

2019年，“红色四川”教师团队成功申报

四川省教育机制体制改革试点项目和四川省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改革项目，“红

色四川”课程入选四川省首批课程思政示范

课程，2020年成功申报四川省高校思政工作

精品项目。

“弘思学社”：弘扬红色文化 推广“巴蜀精神”
在吴小莉的指导下，2017 年，四川旅游

学院成立了以“弘扬红文化，传承巴蜀魂”为

宗旨的大学生社团——弘思学社。社团以“品

红色经典，感红色魅力”为口号，举办丰富多

样的学生活动，如开展“中国近现代革命诗词

大赛”“知行杯”实践成果汇展、弘思讲堂等活

动，组织红色研学、“三下乡”等，对四川红色

文化和“巴蜀精神”进行推广和发展。其中，6

届“中国近现代革命诗词大赛”参与者累计多

达5000余人次，在史与诗的互动中提升大学

生对中国革命、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刻认识；举

办“弘粹思理 红典悦读”读书分享会36期，参

与者覆盖全校3000多名师生；开展红色主题

暑期“三下乡”活动6期，200余名师生参与；

到广安、汶川、雅安、泸定、自贡等10余个红

色实践教学基地研学，参与人数 2000 余人

次；围绕红色文化开展大学生科研项目10余

项；获得四川省“互联网+”省级银奖1项、铜

奖1项。2020年，弘思学社荣膺成都市“百佳

社团”。

四川是一片红色热土，绿水青山之间充

盈着壮怀激烈的革命正气，写满了可歌可泣

的革命故事。正如四川旅游学院教师的原创

歌曲《巴蜀红》中所唱：“可爱的巴山，我的家，

伟人故里、雪山草地，播下红色的信仰……”

吴小莉带领思政课教师群体，结合学校特色，

构建“红色+旅游”的育人新模式，让红色资

源“活”起来，把红色基因传下去。

投身高职思政课教学13年，杨雅涵精心

打造“理想信念之识-青春奋斗之能-民族复

兴之志”实践课程，组建“传火者”基层理论宣

讲队，孵化“传火铸魂”创新行动项目……她

带领团队凝练的“传火·铸魂”大思政课实践

育人的品牌，已成为思政育人的星星火种。

扎根课堂 锤炼教学“技与法”
从教13年来，课堂始终是杨雅涵感到压

力最大的地方。“压力来自党的创新理论博大

精深，必须不断精思细悟，也来自互联网时代

学生口味越来越‘挑剔’”，杨雅涵说道，“但

是，压力也是动力。”

为不断提升教学效果，她借助中国大学

MOOC平台学习“翻转课堂教学法”等课程

钻研教材教法，配套开发出版《大学生思想政

治理论课实践教程（活页式）》，将项目任务、

学习情境与学生的知识能力有效结合，系统

设计了“说、读、诵、写、演、辩、摄”等形式多样

的“菜单式”任务30余个，该教材入选四川省

“十四五”职业教育省级规划教材立项建设名

单，为思政课类唯一入选教材。

为解决精准施教难题，她坚持以研促教，

聚焦“深度教学”“工匠精神”等开展20余项

课题研究；走进产学研平台，与“四川工匠”同

讲思政课，在“职教实境”中，与学生共悟匠心

“智”造，同寻大国工匠成长之路。

针对每一个班、每一节课，杨雅涵都努力

打磨，三尺讲台既是她的立足之地，更是她的

立业之本。她长期主讲“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等课程，连年教学

质量获评A等，入选德阳市委讲师团、四川省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干部教育培训师资

库、四川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

中心“百人专家库”。

凝聚团队 打造“全链条”大思政课
杨雅涵笃信：“火种”要在思想同心、目标

同向、行动同频的火热实践中才能引发燎原

之势。2017年12月，杨雅涵入选四川省委组

织部遴选的四川省优秀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

养工程首批专业人才培养对象，随后，她组建

了“思政课+融合赋能”工作坊，多年来，她带

领团队聚焦问题导向，着力思政协同育人，奉

献四川工程答案——

她参与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

队（工业机器人技术）建设，携手专业课教师

成功建设省级“课程思政”示范中心1个、示

范团队2个、示范课程4门；10次奔赴学校对

口帮扶的若尔盖县求吉乡，深耕基层党组织

结对共建，开展“分众化”“草坝式”“围炉式”

“车载式”基层理论宣讲，为当地干部、教师和

农牧民培训班授课，组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

基地；手把手指导青年教师荣获省级教学比

赛奖10余项，建成省级思政课示范课程2门、

示范课堂3项，教学团队获评2020年四川省

高等学校示范教学团队，教学成果获2021年

四川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组建“传火者”基

层理论宣讲队，指导学生开通“传火者”宣讲

队视频号，发布百余个新媒体作品；培育“传

火铸魂”创新行动项目师生团队，构建测评体

系，让学生在自主选择中获得建构式的成长

和进步。……“教师引领·朋辈示范·自我教

育”的大思政教育全链条逐步锻造起来，今年

2月，《“传火·铸魂”大思政课实践育人体系

的建构与实施》获评四川省高校思政工作精

品项目。今年4月，“杨雅涵名师工作室”获批

省级高校思政教育名师工作室。

科学的理论武装对大学生犹如思政课堂

播种信仰的“火苗”，忽明忽亮不行，必须让理

想信念的火苗燃烧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思

政课建设重要论述的指引，鼓舞着杨雅涵持

炬前行的勇气和燃炬成灰的誓言——潜心耕

耘在“关键课程”的三尺讲台，在学生心中播

撒下理想信念的火种、青春奋斗的火种！

从教 15 年来，陈松梅始终坚守“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为警铸剑”的初心使命，深耕课

堂、潜心教学，打磨授课内容、创新教学形式，

努力为学生打造有意义、有力量的思政课堂。

“三度”教学：打造以学生为主体的思政课堂
2019年，陈松梅博士毕业后选择来到四

川警察学院，成为一名高校思政课教师。

“公安院校是公安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

肩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警铸剑的重大

职责使命。而思政课正是培养预备警官们政

治素质和政治担当能力的关键课程。在公安

院校担任思政课教师，责任尤为重大，使命也

尤为光荣。”陈松梅说。

重回教学一线，曾有过的10年中学历史

教学经验，让陈松梅在课堂上驾轻就熟的同

时，也令她开始深入思考高校思政课尤其是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与中学历史教学的区别

与联系。在这之中，陈松梅搭建了独属于自己

的“三度”教学法：提升内容深度、增强学生参

与灵活度以及感悟历史温度。

“以史育人的关键是共情，要能够达到学

生和老师的共情，学生和历史的共情，整个课

堂才真正有意义、有生命、有活力。”对于高校

思政课教学，陈松梅有着独到见解，她更注重

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把“学生小讲

堂”模式应用到课堂中，让学生在资料搜集、

课件准备以及主题讲解的过程里展开独立思

考，并且为学生创造“博弈”的舞台，鼓励学生

大胆表达个人观点，将个人身份和时代发展

融入思考的过程，从而加深学生对历史的认

识，真正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陈松梅参与创建

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线上课程并参

编了相关教材，在2021年成为了四川省公安

厅理论宣讲团成员的一员，2021 年、2023 年

先后两次参加由中共四川省教育工作委员

会、四川省教育厅主办的四川省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精彩一课”讲课比赛，均获得一等

奖第一名的成绩。2023年9月，在教育部办公

厅主办的第三届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展示活动中，陈松梅荣获“教学竞赛单元”

二等奖。

“四路共进”：让学生在“行走中”感受历史温度
空余时间，陈松梅总喜欢到各地博物馆

走走看看，站在历史的彼岸回望时代变迁。为

了让更多的学生也能在“行走中”感受历史

温度，在“回望中”找准新时代青年人的定位，

她主持创建了学校“党史读书会”社团，依托

“读、写、展、走”四大板块，带领学生学理论、

学党史。通过到中小学开展宣讲活动、采访抗

美援朝老兵、参观红色革命旧址等，陈松梅带

着学生以书本为跳板，用更开阔的视野开拓

学习思路，坚定走在思政育人的道路上。“党

史读书会”的创办迎来了同学们的积极参与。

学生们的热情甚至超过了陈松梅的预期，不

断有同学主动找到陈松梅请教理论问题，请

她指导作品，学生们的思想政治理论综合能

力也得到了提高。

成立仅仅一年后，“党史读书会”就入选

了由北京大学主办的高等教育学会马克思主

义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资助读

书小组。2022年、2023年，由陈松梅指导学生

拍摄的“开国元勋朱德在泸州”等3部VR展

示作品，获得“第一届、第二届全国大学生红

色全景资源创意展示大赛”二等奖、三等奖。

“讲好历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作为老师

首先要做到对自己严格要求，紧跟时代的发

展步伐，不断更新知识体系。”所以，尽管是一

堂已经讲过很多次的课，但在每次上课前重

新备课已成为陈松梅的一种习惯，她坚持详

写教案、更新教学思路，确保自己在讲台上说

过的每一句话、写过的每一个字都有价值和

意义。在教与学的过程中，陈松梅始终坚信

“以忠诚铸就忠诚，以使命升华使命”的教学

理念，在塑造学生和自我修炼的道路上，讲好

有温度的思政课。

自1996年参加工作以来，罗英践行教育

初心28载，打造“形势与政策大讲堂”品牌，

在教学改革、课程建设、打造“金课”等方面成

绩显著。

引入专家资源 打造“形势与政策大讲堂”品牌
“形势与政策”课是宣传、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基本政策、基本方针的重要阵地，也是高

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窗口，是立德树人的

关键课程。如何讲好“形势与政策”课，罗英一

直在思考和探索。

在探讨时事热点时，经常有学生表达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里时事评论专家们的崇

拜，罗英说：“我把这些评论员直接请到咱们

学校。”在罗英的积极推动下，自2016年起，

成都工业学院开始集全校之力打造“形势与

政策大讲堂”品牌，先后邀请高德毅、阮宗泽、

杨希雨、李绍先、金灿荣、滕建群等国内知名

专家学者来校讲学。从此，“形势与政策大讲

堂”成为成都工业学院解读最新时事热点，宣

传党中央、国务院最新政策的平台，极大地丰

富了思政课学习环境、开阔了学生视野，提升

了教师和党政干部的政治理论素养，成为成

都工业学院的一张亮丽名片。

以“形势与政策大讲堂”为引领，罗英组

织形成了一支由高德毅、刘同舫、唐晓勇等为

带头人的“省内外专家顾问团+多学科专家+

校内党政领导+专兼职教师”组成的分层、多

元化、多学科、项链式高水平教学科研团队，

大讲堂的专家资源实现同城同省共享，有效

解决了一般本科院校高质量师资短缺的问

题。2020 年，“形势与政策”课程被评为首批

省级和国家级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本科课

程。2021 年，“形势与政策”课“五位一体”教

学模式获四川省人民政府教学成果一等奖。

开发校本资源 厚植学生爱国情怀
作为辛亥革命后四川第一所实业学校，

成都工业学院自成立之初即以实业救国、复

兴中华民族为己任。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实

业救国”的红色基因和“工业强国”的工业基

因不断传承，还培养了大批以陈毅元帅为杰

出代表的优秀革命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

怎样让这些宝贵的校本资源滋养学生？

罗英一直在尝试。她策划组织成立“求是共进

社”学生社团，将“陈毅精神”“成工精神”开发

为校本化教学资源，创新开设富有特色的校

内外实践教学，厚植学生爱国情怀。连续 4

年，罗英指导学生社团参与暑期“三下乡”活

动，她指导的社团获批全国重点团队、团中央

项目立项、四川省优秀实践团队等。

在她的带领下，团队成功打造了“实体课

堂+专家讲堂+实践课堂+网络课堂”的“四

堂”教学模式，坚守课堂主阵地，以实体课堂

为基础、以专家讲堂为引领、以实践课堂为延

伸、以网络课堂为创新扩展，让学生爱上思政

课，让思政课助推学生成才。

以赛促教 引领青年教师快速成长
在罗英看来，上好思政课，不仅仅是一个

老师的事，而是整个思政课教师群体的事。为

打造一支生机勃勃、奋发向上的青年教学团

队，她组织策划了5届校内“形势与政策”课

教师教学能力大赛，让“大师高手”与“讲课能

手”优势互补、思维碰撞、水平提升，指导青年

教师在省级比赛中获多个奖项；指导30余名

专兼职教师立项校省级教改科研项目40余

项。她的工作室获评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名

师工作室及第一批省教科文卫体系统“五一

巾帼创新工作室”，2022 年获评省级课程思

政示范教学团队，2024年获批四川省形势与

政策课程虚拟教研室。

浇花浇根，育人育心。有了一大批像罗英

这样的老师扎根巴蜀大地，专心思政课教育

教学，契合“网络一代”“新媒体原住民”等新

特点，积极回应青年需求，思政课变得有意

思、有温度、接地气，为青年大学生打好精神

底色、夯实人生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