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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典标

每周五早上 8 点不到，当杨宗丽迈进中央民族大学文华楼
西 0204 教室时，一场“抢座大战”刚结束。

杨宗丽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思政课教师，这学期她负责给本
科生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门课。

这个能容纳 200 人左右的大教室，赶上杨宗丽的课，总是
显得太小。

杨宗丽从教 33 年，教的都是诸如《中国革命史》《毛泽
东思想专题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等相对难啃的
思政类“硬课”。但杨宗丽在每学期期末任课教师评分中，已
连续十几年名列学院第一。

在她的思政课上，有人占座、有人旁听、

有人“回炉”

大学生刘琦，每周五早 6 点半就得起床，他得赶地铁从北
京东郊横跨半个北京城，去中央民族大学旁听杨老师的课，单
程至少需要 45 分钟。

“杨老师的思政课讲得像精彩的讲座！”一次偶然的机
会，刘琦从朋友处听到杨老师上课的音频，从此，他对杨宗丽
“路转粉”，放弃自己学校的同一门课，改投杨老师门下旁
听。

在杨宗丽的课堂上，像刘琦这样的旁听生并不少，有外专
业的学生、海归博士、青年教师，也有毕业之后“回炉”的年
轻人。学生们像追剧一样追她的课程。为了能听到杨宗丽的
课，每学期伊始，常有人在网上打听杨宗丽什么时候上课、在
哪上课。能容纳 200 人的大教室，常常座无虚席。吃过几次
“好座位被占”的亏，学生们养成了先占座再去食堂吃早饭的
习惯。

刘琦发现，杨老师的课堂没人低头看闲书、刷手机。他也
和其他学生一样，“舍不得”把视线离开讲台。

讲台上的杨宗丽，个子不高，戴着红框眼镜，扎着马尾，
穿着花底衬衫，脸上露着亲切的微笑。杨宗丽讲起课来精神十
足，声音洪亮，讲到尽情处，还会为同学们唱一曲与课程内容
相关的歌曲。尽管今年她已经 58 岁了，学生们私底下叫她
“元气满满的少女”。

期末，在给杨宗丽做评价的时候，有学生写道，“喜欢杨
老师不照本宣科。大四了，更加体悟到什么样的老师才是好的
大学老师，遇到杨老师，是幸运。”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刘琦很难想象在这样严肃的课堂上，
竟然时常爆发出笑声、掌声和歌声，甚至还有热泪。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的学生郑文畯记得杨老师讲到中国
共产党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高君宇的时候，冒出一句“牵手
陶然亭，分手紫竹院”，逗得学生们捧腹大笑。原来，当时杨
宗丽正在讲高君宇和恋人石评梅的爱情故事，高君宇、石评梅
墓就在北京陶然亭公园。而“分手紫竹院”据说源于北京坊间
一则不靠谱的传说：情侣去了紫竹院之后很可能会分手。

“原来对课程稍有不满意就逃课，如今自觉走进杨老师的
课堂。这不是靠纪律逼着你，而是靠杨老师的魅力。”郑文畯
说。

让学生“迷”上思政课的那些招儿

2013 年 4 月，杨宗丽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查出患淋巴
癌。这是中国常见的十大恶性肿瘤之一。她不愿相信这一结
果，拿着化验结果又去北京友谊医院再查。在去往北京友谊医
院的公交车上，她找了一个靠窗的座位，泪流满面。

她是趁着儿子上班、丈夫出差，偷偷去的医院。心事重重

的杨宗丽坐过了站，乘客都走光了，直到司机提醒她才下
车。

“到站了也不知道，和人的一生一样，如果生了病，光
顾难受，你可能会错过很多风景。”杨宗丽突然觉得自己应
该积极治疗，不求精彩，至少要让人生这一段路变得正常起
来。

回到讲台上，这一段经历成了杨宗丽在思政课上鼓励学
生勇于面对挫折的现成素材。尽管手术之后，她的脖子上仍
留有一些肿块。

“她不是讲一些空洞的大道理，说的是自己的事，学生
听了也有一种亲身经历的感觉。”杨老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
作为讲课素材，经济学院的学生吴宗翰称之为“沉浸式教
学”。吴宗翰还记得杨宗丽在课堂上讲起这段经历时，不少
学生热泪盈眶。

除了“沉浸式教学”，让学生着迷的还有杨宗丽经常
插进来的“有用的题外话”“张口就来的故事”，以及
“认领提问”。

杨宗丽爱拍照发朋友圈。当游览一些博物馆和历史纪念
馆时，杨宗丽常会拍下照片，记录下当时的感受。当讲课涉
及相关历史时，哪怕只有一丝的联系，杨宗丽也会翻出当时
的照片，在课堂上和学生们分享。在学生李秦清看来，杨宗
丽的“题外话”对于加深理解课程内容很有用。

听过杨宗丽课程的学生，都佩服她讲故事张口就来的口
才。不仅在课堂上讲，她还在空闲时间带着学生骑行游览北
京的历史文化遗迹，在现场讲。

卢沟桥、北大红楼、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板仓杨寓……
在这些地方，杨宗丽给学生们当导游，如数家珍地讲历史文
化遗迹背后的故事。

“在她的课堂上甚至还能认识自己的家乡！”来自安徽
的李秦清时常在课堂上被杨宗丽问及和安徽有关的问题，
“问题涉及哪个地方，她就会叫哪个地方的学生起来回
答。”杨宗丽刻意通过这种“认领问题”的提问方式，加强
学生们对自己家乡的了解和认同，在她看来这对学生成长很
重要。

“思政课经常给人严肃有余、活泼不足的刻板印象，
但事实上也可以很精彩。”旁听过杨宗丽一个学期课程的
青年教师韩秀霜认为，杨老师的课程这么受欢迎，是因为
她讲到了学生心坎里，再加上杨老师本人风趣幽默，听她
说话总是笑声不断，这两者的结合让她的思政课大受欢
迎。

“学生并非讲台前的匆匆过客，而是教

师精神生命的延续”

在一次去清华大学讲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讲座
上，一名学生问杨宗丽准备这个讲座花了多长时间。

杨宗丽不知道如何作答，最后丢出了个数——— 3 小
时。

其实，杨宗丽当时想的是“一辈子”。“小时候经历的
事或许哪天就可以当成素材，昨天看的电影也可能被用在今
天的课堂上。”杨宗丽确实总在“攒”讲课资料。“生活所
见所闻都联系到自己的课上。”

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孙英教授评价她这是
“以授课为中心的生活”。

常有往届的学生羡慕他们的学弟学妹，“杨老师经常往
课堂内容里加新东西”。杨宗丽新加的内容五花八门，有时
事热点、政策法规、热门电影，甚至是和别人的聊天内容。

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学生李凯还记得，电影
《芳华》正火的时候，自己还没来得及去看，杨宗丽就已经
把它拿到思政课堂上做了讲课素材。

杨宗丽觉得，现在的学生懂得多了，当老师的如果不广
泛涉猎，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好丰富多彩的现实，很
难讲好课。

杨宗丽“攒”的还有她的讲课技能。
杨宗丽也曾是个啥也不会的授课“小白”。第一次给学

生上课，她几乎是站在讲台上背诵自己的讲稿，“感觉特
累”。在课程快结束时，她试着举了个有趣的例子，“台下
的学生先是一惊，然后不约而同大笑起来”。从那以后，杨
宗丽开始慢慢“解锁”让课堂变得有趣的这项技能。

“她老琢磨怎么把课讲好这个事。”孙英记得杨宗丽年
轻那会儿听说北京哪个老师讲课好，她就去取经；哪个学校
有了教师讲课比赛，她也去。“能参加讲课比赛的都是讲得
不错的老师，在讲课比赛上集中听他们的课，能节省下不少
时间精力。”

有一次，儿子问杨宗丽当老师有没有呕心沥血、“春
蚕”或是“蜡炬”那样的感觉。杨宗丽反问喜欢踢球的儿
子，“大热天，你在操场上踢球会觉得累吗？”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的一位班主任曾对班上学生说，
“杨宗丽老师能给我们班上课，是你们的福气，好好听
吧！”其实，杨宗丽反而觉得能教这些学生是自己的福气，

“学生并非教师讲台前的匆匆过客，而是教师精神生命的延
续。”

教书 33 年，杨宗丽从学生口中的“丽姐”“丽姑”
变成了如今的“马克思主义老太太”。这是大一的一群
女孩私下给她起的昵称。初次听到时，杨宗丽还以为是
小说《人到中年》里描述的表情刻板、满脸正经、教条
主义的艺术形象。其实，之所以叫“马克思主义老太
太”，是因为女孩们觉得，杨宗丽是一位“三观端正、
爱岗敬业的讲马克思主义课程的老师”。

杨老师的“核心竞争力”

5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时强调，高
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就是要坚持“马院姓马，在马言马”的
鲜明导向和办学原则，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
的指导地位，推动马克思主义进校园、进课堂、进学生头
脑，发挥应有作用。

“在大学里，思政课既是最难讲的，也是最好讲的。”
孙英说，“一些老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不够，讲不出真
知灼见，又不能乱讲一通，那只能照本宣科，还有一些老师
心理上有惰性，甘于照着书念。”

“高素质教师队伍是由一个一个好老师组成的，也是
由一个一个好老师带出来的。”在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新入职的教职人员都会被推荐去旁听杨宗丽的课
程。

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教师汤洁，负责教授《思想道德
修养与法律基础》。这半年多来，她挺着大肚子，一节不
落地听了杨宗丽整个学期的课程。在她看来，“都是思想
政治理论课，面对的学生是一样的，如何负责地上好每一
堂课是共同的目标。”

孙英认为，杨宗丽的讲课风格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学得
来的，“她表达欲特别强，课堂上人越多，她讲得越来
劲。”在韩秀霜看来，即使你和杨宗丽说出同样的话，如果
没有杨宗丽那样的真情实感，只能是“东施效颦”。

“杨宗丽身上真正值得推广的是那些‘招数’背后的
‘核心竞争力’：她是真正地在研究学生、琢磨这门课。”
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邹吉忠说。

在这一点上，孙英也赞同，把思政课上好，每个人的路
子不同，但是背后需要同样的匠心：把理论研究透，同时针
对每一个学生的特点“精准教学”。(参与记者：蒋成)

“马克思主义老太太”引发的“抢座大战”

这群博士生接力二十年，宣讲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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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杨宗丽在课堂上提问学生。右上：杨宗丽（左一）带着学生骑行游览陈独秀故居。右下：杨宗丽（左二）带着学生参观北大红楼。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新华社记者樊攀、乌梦达

凿井者，起于三寸之坎，以就万仞之深。在清华大学，有这
样一群博士生，20 年来行万里路，在 31 个省区市累计对 10
万余人次讲述青年眼中的中国故事，成为感受中国发展的“观
察员”。他们身上的爱国、分享、责任和自信等特质，是新时代
中国青年优秀品质的缩影。

将“天下事”讲成“身边事”

今年是清华大学博士生讲师团走过的第 20 个年头。讲师
团团长徐铭拥介绍，从 20 年前“科技服务社会，知识回报人
民”的科技服务考察团到今天的博士生讲师团，讲师团已经开
展宣讲千余场，覆盖听众 10 万余人次。

清华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部长白本锋说，20 年来，讲
师团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重要路线、方针、政
策，在环保、科技、历史等诸多领域开展宣讲。

“雾霾是什么？”在清华大学博士生讲师团品牌系列活
动———“核心律章”2018 年第 1 期宣讲报告会上，清华大学环
境学院博士生张宇婷在“从雾霾谈起：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之
路”的主题宣讲中面对满堂听众抛出了问题。

“对环境治理，国家已经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我要讲清楚
过去如何努力，以及未来该怎么办。”为讲好生态文明建设，张
宇婷选择从公众对雾霾的认知讲起。“这样会更有代入感，也
能让同学们更好地理解国家的环境政策。”

博士生们总结，生硬的宣讲很难达到好的效果，用数据和

故事，能更生动地告诉大家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以及成就背
后的原因。他们从自己的专业和经历出发，将“天下事”讲成
“身边事”，将“书面语”翻译成“知心话”。工程专业的博士生从
地铁安检系统讲到中国的科技发展，有过战地记者经历的博
士生从自己的故事讲到“一带一路”倡议与和平发展……

在宣讲中深入了解国情

从讲师团建立时起，坚持扎根中国大地、服务社会发展便
成为这支队伍的特质。1998 年，一群意气风发的博士生到山
东 11 个市县开展了为期两周的科技考察服务活动，为当地提
供智力支持，开启了讲师团的宣讲之路。党的十八大以后，讲
师团的定位更加集中，聚焦于党的理论精神学习和讲述。

2017 年 11 月，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金哲来
到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南涧县宣讲。他结合打赢脱贫攻坚
战和乡村振兴战略，对党的十九大精神系统宣讲。

“我感到非常震撼！”金哲说，这是他第一次看到“那么大
的山”，也真切感受到了东西部的差距，更深刻理解了国家开
展扶贫工作的意义。金哲在云南的所见所闻也成为他后来宣
讲的内容。

像金哲这样每年到基层感受国情的博士生还有很多，他
们都抱着胸怀国家、服务社会的使命感奔赴一线。20 年来，他
们走到哪里，就将党的政策解读带到哪里，这些“宣讲青年”博
士生的足迹已遍布 31 个省区市。

“当看到台下坐着的同龄青年，当目光接触到台下乡亲
们的真挚眼神，我感受到了社会对我们的期待之大、肩上的

责任之重。”金哲说，在基层体验过程中，他感受到了青年的
责任。

“这群博士生，正成为行走中国大地，感受中国发展的‘观
察员’。”清华大学研究生团委书记赵璞说，他们做过一个调
研，几乎所有参与过宣讲的博士生都认为，宣讲的经历坚定了
他们的理想信念，强化了社会责任，超过 60% 的成员表示希
望毕业后选择到基层公共服务部门就业。

讲述中国故事的“宣讲青年”

如今，清华博士生讲师团正在走出去，到海外讲述中国故
事。2018 年寒假期间，清华大学 22 名研究生组成的宣讲团赴巴
西、印度、泰国等国家展开十九大精神宣讲。清华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博士生石智丹在泰国和印度宣讲时，透过中国“新四大发
明”介绍了中国在经济社会民生等领域的创新发展成果，硕士研
究生李论在巴西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经验……

“我认为青年人的使命和担当不是一定要去干多大的事，而
是用言行去一点一滴影响别人，哪怕只有一点点改变。”张宇婷
说，她关于环境议题的分享激发了学校航天航空学院一位同学
对环境的关注，他们现在会一起探讨环境相关的话题。

越来越多的博士生加入到讲师团中。来自阿富汗的沙明成
为讲师团首位外籍讲师，他和来自四川的博士生余霄合作讲述
了中国人眼中的世界和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展现出新时代青年
的全球视野。更多理工科博士生加入这支队伍，去讲述中国艰
苦奋斗、创新发展的故事。

2017 年，北京高校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博士生宣讲团成立，包括清华在内的高校博士生集合到一
起，用青年的视角来关注社会，讲述青年眼中的中国故事。党的
十九大以来，北京高校博士生宣讲团对 2 . 5 万余人次宣讲近
200 场。

五四青年节之际，清华博士生讲师团又一次启程，这群传
递青春正能量的“新青年”将赴深圳、嘉兴、宁德、兰考等地展开
宣讲，继续讲述中国发展变化的故事。 新华社北京电

▲ 2018 年 4 月 10 日，清华大学博士生讲师团 2018
年首场核心律章“畅想青春梦·共话新时代”现场，阿富汗
讲师沙明和他的同学李连星共同宣讲“‘一带一路’倡议和
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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