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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次时光之旅。

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大礼堂内，毕业
刚两年的青年语文教师陈长，乍一看就像孩

子们的大姐姐。
屏幕上的她，带着孩子们走进了老渔阳

里 2号，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

编辑部）旧址。“进门就是客堂间，也是陈独秀

的会客室。瞧！堂间最显眼的位置，挂着一块
小黑板，上面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

限’。看到这儿，你会不会好奇为什么要在黑
板上写这样一段话呢……原来，当时的陈独

秀简直就是思想界的明星，可受欢迎了！拜访

者络绎不绝，以至于他不得不在黑板上写上

这样一行字。”
历史跨越了百年，从校园到渔阳里步行

距离却只有 1.6公里。有趣的讲述视角，让孩

子们为身边的历史着迷。记者从黄浦区教育
局获悉，2018年，在中共黄浦区委宣传部的指

导下，黄浦区文明办、区教育局与大同中学联
合开发了首批区级德育特色共享课程“顾老

师讲红色故事”，由大同中学历史老师顾博凯
主讲。2020年暑假，“顾老师讲红色故事”迎来

第二季“初燃星火照童心”的拍摄制作，主讲
阵容则扩大至顾老师和他的 3位伙伴。从上

周起，第二季微课也上线了。

李彬是黄浦区教育局德体卫艺科副科
长，也是两季微课的主创人员之一。他笑言，

当初，要从全区老师中海选出一个会讲故事、

能吸引孩子的老师时，标准是“年轻，帅气，但
是不能太帅，专业知识深厚”。

最终，凭借扎实的人文功底和在学生中
的人气，大同中学 80后历史教师顾博凯接到

了任务。
黄浦区内有 127?红色遗迹。究竟哪些

点，哪些故事，才能让如今的青少年产生共

鸣？2018年夏天，好几个双休日，李彬和顾博
凯，两个大男人总是相约“兜马路”。外滩、南

京路、新天地、淮海路、雁荡路……今天的时
尚地标一个个逛过来，故事脉络也一点点理

清楚了。踩点时，没有专业摄影团队在旁，两
人就用手机取景，选取最合适的角度，寻找让

孩子们兴奋的故事线索———比如，《新青年》
为何从第 8卷第 1号起启用了崭新的封面，

正中一个地球，从东西半球分别伸出两只手，
紧紧地握在一起？曾经的工部局大楼，代表的

是上海哪一段历史？
“外滩，上海的地标，然而 170多年前，这

里仅仅是黄浦江边的一片泥滩……”镜头前，
首次“触电”的顾老师丝毫不见紧张，在路人

时不时的打量中，边走边说。第一季 6集围绕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展开，全部亮相后，迅速成

为各校“活”教材。疫情期间，该课程还登陆了
区级在线学习平台“黄浦 E课堂”，丰富了广

大黄浦学子的宅家生活。
讲着“红色”故事的顾老师也成了“红”

人，带领师生一起行走。
“经过五卅运动流血地纪念牌时，师生们

告诉我，来南京路很多次，几乎没有注意到这
样一块纪念牌，如今繁华的南京路与工人阶

级的流血牺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他们触

动良多。”顾老师说，看见那些凝神的双眼，他

知道，大家在思考，在缅怀，也在真切地感受

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

成立宣讲团
老师变身“讲解员”

初战告捷。李彬说，大家寻思着，如何把
一个人的电影，变成一群人的参演，让故事的

覆盖面更广，影响力更大。
2019年底，由 20余名中小学教师组成的

黄浦区教育系统理论宣讲团成立了，团队取
名，“师说”。

今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试运营开放，宣讲团
成员成了首批义务讲解员。当“顾老师讲红色

故事”第二季《星火初燃照童心》筹拍时，除了
顾博凯外的另 3名老师，自然而然就从他们

中产生。第二季的故事，聚焦中国共产党成立
前，《新青年》编辑部和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

组的故事，完整勾勒出了中国共产党建立前
夕的时代背景与诸多准备工作。

“一次讲解时，一位老爷爷一直专注地看
着我。等我讲解完，他兴奋地跑上前告诉我，

他曾经住在这儿，如今成为了红色教育基地，
今天他特地回老房子看看。他听到我是一名

教师，而我的讲解更多的是为孩子们服务，他
非常激动并表示以后要再来听我讲解。”陈长

说，这次偶遇促使她下了决心，要让最动人的
故事，在孩子们心头流传下去。

蓬莱路第二小学语文教师周文泽接到的
是第三集《信仰的味道》拍摄任务，“这五个字

太熟悉了！之前，蓬二的孩子们就改编了许多
红色故事，编写手绘书，其中一本就是有关陈

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故事！”周文泽说，
今年教师节，全体师生还根据这个故事，排演

了一出情景剧。

校园版微课
学校“DIY”定制

“这块牌子是提醒大家不要讲废话，也告
诉我们要把握住时间”“渔阳里 2号就像我们

现在的学校生活，陈独秀爷爷就像老师，不厌
其烦地传授知识”……在卢湾一中心小学，视

频微课结束，孩子们在陈长的引导下，七嘴八
舌说出内心感受。各班代表也轮流把自己搜

集的红色小故事，和伙伴们分享。

对于身边的历史，孩子们并不陌生。过去
15年，卢湾一中心小学已经为中共一大会址

纪念馆，培养了近千名小小讲解员，自编了儿
童版解说词、沪语版解说词和英语版解说词。

小解说员、四年级男孩许慎诺带来了四岁的
弟弟叶慎同，熟练地打起快板。“中共一大故

事多，请大家，听我慢慢对您说。七月三十夜
色浓，一大会议正进行，突然闯进一个人，惊

得大家全愣神……”四岁的弟弟并不认字，哥
哥练习时，小家伙凑在旁边，时间一长，竟然

记得八九不离十。
“师说”团队则为全区青少年设计了通用

学习单———小学：通过网络了解第一讲中提
到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建筑，制作专

题小报，并在十分钟队会上进行交流；初中：
自行设计线路，开展一次“红色人文行走”活

动，并形成微报告；高中：从上海近代历史出
发，开展研究性学习活动，并形成报告。

“通过微课里一个个小故事，我们希望用
先行者们的可贵品质激励如今的青年学子，

像 90多年前的‘他们’一样，怀着炽热的爱国
之心，投身到祖国的建设之中。”顾博凯说。

首席记者 陆梓华

假期里，黄浦区这群老师忙着“兜马路”拍电影

要让最动人故事在孩子心头流传
坚坚守守初初心心使使命命
深深深入入入学学学习习习“““四四四史史史”””

每天2?步
从127处红色遗迹找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