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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打卡“行走的思政课堂”

即便不去外省市 city walk，上海也有丰富的大思政课资源。

近现代史纲要教研室教师康慧芳在 2023 年 11 月就去了位

于外滩中山东一路 9 号的轮船招商总局大楼给海事学子上课。

这栋建筑建成于 1901 年，是外滩最早的历史建筑之一，是

当时轮船招商总局的办公场所。2022 年，招商局决定将旗下公

司招商轮船的办公功能回迁至此。所以，大楼又进行了一次以

复原为主的内部修缮。现在，大楼的一楼开设了“百年航程”

展览，呈现轮船招商总局的百年历程，上海海事大学就在此设

立了实践教学基地。

“以前在思政课教学中对理论联系实际重视不够。学院对

本科生曾经做过一个调查问卷，不少学生抱怨一些思政课教学

太过抽象化。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老师，我觉得在课堂干

讲的这种教学方式过于单一，不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

康老师告诉《新民周刊》，她和许多学院老师都鼓励学生利用

节假日走出校门，自己就近去上海相关的历史景点打卡，修旧

如旧的百年轮船招商局大楼就是其中之一。

康老师所说的就是上海海事大学开展的“行走的思政课堂”

活动。除了轮船招商局大楼，学院还选取了留法勤工俭学出发

地（汇山码头遗址）、上海航务学院（上海海事大学前身）旧址、

数字北外滩展示馆、世界会客厅等位于北外滩航运集聚区的新

老地标，通过带有“海味”的实地走访，深入挖掘红色航运文

化内涵和时代特色，传承优秀航运文化和航运精神。

由于上海海事大学坐落于临港新片区，毗邻洋山港，所以

近水楼台先得月，于 2023 年 10 月在洋山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挂

牌上海海事大学“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上海是联通长三角、

面向全世界的枢纽，洋山深水港是世界上吞吐量最大的集装箱

港口，可以为学校“大思政课”建设提供丰富的内容。

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研室的尹兴副教授，和同事参

与了以《从洋山港的闯关升级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就和超越》

为主题的“大思政课”讲稿撰写和现场教学工作。“‘闯关升级’

这个词，让学生有一种打游戏通关的感觉，激发他们的学习兴

趣，也体现了洋山港克服种种困难的不易。”尹兴告诉《新民

周刊》，学院从2023年6月开始启动洋山港的大思政课准备工作，

大家头脑风暴了很久，最终决定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切入点，

分为“协调建设、开放发展、智慧港口、绿色港口、共建共享”

五个部分，并有机融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相关章节

知识点，在与西方式现代化的对比中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

优势。

为了在现场讲好这堂课，尹兴和同事多次去洋山港进行考

察，讲稿也从最开始的一万多字浓缩到七千多字，全程脱稿演讲。

“很多信息网上未必查得到，要到现场才能了解。”为了配合

不同的课程时长，尹兴和同事也设计了不同的教学模块，现场

教学可长可短，灵活运用。

2023 年 11 月 10 日，“大思政课建设与高质量航运人才培

养”研讨会在上海海事大学举行。会议议题主要聚焦“大思政课”

基地建设、“大思政课”指导老师作用发挥、“大思政课”合

作机制建设以及高质量航运人才培养等方面问题，邀请了 20 余

家单位的 40 余位政府部门领导、港航企事业单位专家、学者及

“大思政课”指导老师参加会议。

无论是轮船招商局大楼还是洋山港，这都是上海海事大学

“行走的思政课”的一部分。而在学校最早签约的大思政课基

地、与学校邻近的中国航海博物馆，则已经多次举办主题思政

教育实践活动。近期学校同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签订大思

政课共建协议，将通过组织实践研学、开发优质教学资源、“大

思政课”导师、开展有组织高水平科研等方面，展开深入合作。

接下来，上海海事大学将进一步把“海大蓝”和“中国红”相结合，

打造“大思政课”育人工作品牌，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

堂相结合，建设一批课程思政系列共享资源库，推出一批优质

教学资源，做优一批品牌示范活动，形成“大思政课”实践教

学图谱，教育引导学生立志成为我国航运强国、海洋强国的建

设者、接班人。

北外滩寻访上海红色航运地标。受访者供图

洋山港“大思政课”现场教学活动。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