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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藏高原教书是一种什么体

验？“缺氧不缺精神。”张艾平笑着回

答。2005 年，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毕

业的张艾平响应国家支援边疆建设的

号召，来到西藏职业技术学院成为一

名思政课教师。在 19年漫长的高原岁

月里，张艾平得到了“老西藏精神”的

滋养，并通过思政课把这种精神传递

给学生。他常说：“我们能为边疆的建

设贡献一点力量，这本身就是我们最

精彩的思政实践。”

把谭冠三纪念园作为思
政课堂

担任思政课教师以来，张艾平一直

在追寻三个问题：如何让思政课打动人

心，如果通过思政课造福社会，如何实

现一名思政课教师的守边使命。

“要让思政课打动人心，就要让它

在一方水土中生长起来。”而高原的精

神水土就是老西藏精神，它是西藏社

会最为宝贵的红色文化遗产，在藏工

作的各族干部群众就是它的传承人，

传承老西藏精神就是传承共产党人的

使命和担当。

谭冠三是西藏军区第一任政治委

员，是从井冈山走出来的开国中将，他

的纪念园位于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内。

“这种得天独厚的思政资源一定要善

加利用。”张艾平决定把课堂搬到纪念

园，并筹备成立义务讲解组，给全校学

生讲解谭冠三将军的生平事迹和老西

藏精神。然而，想起来简单，做起来

难，500多幅照片、4个展区、2万多字的

讲解稿，对于这些藏族学生是一个巨

大的挑战。为了让这座纪念园成为宣

传老西藏精神的基地，张艾平带着 8个

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一遍遍练习。他耐

心示范、引导，用老西藏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忍耐的精神激励大家，还经常

自己花钱为学生买盒饭、矿泉水、润喉

糖，缓解训练的疲劳，最终 8 位学生都

坚持了下来。就这样，谭冠三纪念园

有了第一支义务讲解队，讲解队的头

号讲解员就是张艾平。

讲解队带火了纪念园，参观的学

生见到讲解员就是他们的同学、好友，

亲切感弥合了思政课的距离感，激活

了全校学生参与思政教育的热情，并

在社会上引起了反响，来参观纪念馆

的社会团体和个人络绎不绝。在学校

领导的支持下，张艾平把讲解队扩大

为“老西藏精神学习与传承社团”，后

又成立了“老西藏精神研究会”，并得

到西藏自治区民政厅的大力支持。数

年间，张艾平先后培养了 200多名老西

藏精神讲解员，主要为学生和青年教

师。截至 2024 年 6 月讲解队累计完成

3200 多场讲解，其中张艾平讲解了 210

多场。此外，张艾平还经常受邀到机

关、学校和部队开设专题讲座，宣传老

西藏精神，线下受众逾 5 万人。如今，

谭冠三纪念园已经成为西藏最热门的

党性教育基地之一。

2021 年，张艾平参与撰写报告《老

西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支撑老西藏

精神入选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把边疆的大好河山作为
思政课堂

“听得懂的思政课才能打动人心。”

张艾平在马克思主义语言的生活化、通

俗化道路上探索了10多年，形成了自己

独特的授课语言风格，把生活与马克思

主义理论紧密结合起来。

为了寻找更多的思政课实践教育资

源，张艾平多次利用假期带领学生寻找西

藏的革命文化遗迹。他们为了更为真切

的体验，多次选择最为艰辛的方式——

徒步。2019年，他们曾在山南的边境地

区错那县，背着30斤的装备，在海拔4400

多米的高原雪山徒步80多公里。到2023

年底，张艾平带领团队已经完成了161处

红色文化遗迹的调研，新发现有革命文化

价值的历史遗迹16处，形成了18万字的

调研报告，设计了26条红色研学线路。

张艾平把这些红色文化遗迹串联

成线，设计成“行走的思政课”，并将边

疆一线的历史文化遗迹作为现场教学

点，开拓了玉麦乡、亚东沟等 10条重要

的边区思政课实践线路。他联合当地

干部开展升国旗唱国歌、座谈交流、巡

边守边活动，让师生获得了最为真切和

震撼的爱国主义教育。他通过思政课

为当地引流，3年来吸引 3000多人来到

边疆小镇，推动当地发展，实现思政课

教学与强边固边的紧密结合。

为了继承和弘扬老西藏精神，张艾

平以荒山绿化的实践形式开展学生思

政教育工作，建设了老西藏精神劳动教

育基地。

“革命前辈到达西藏后的一件重要

事情就是开荒生产。”前辈的事迹激励着

张艾平。鉴于今天学校思政课实践课条

件有限的情况，张艾平以老西藏精神研究

会的名义向政府申请了一片100亩的荒

山，亲自带领3000多人上山种树。起初，

山上全是碎石硬土，往下挖70多厘米都

没有一点湿润的痕迹，挖坑的时候锄头破

损得厉害，手臂也被震得生疼。张艾平在

山上手脚多次受伤，最严重的一次扭伤导

致右脚3个月不能走路。面临各种困难，

他没有放弃，到现在依然定期带领学生上

山种树。张艾平坚信，通过身体力行的生

产实践，才能让学生更好地领悟革命精

神，理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道理，

才能把思政课上在祖国的大地上。

今年，山坡上的树苗迎着风紧抓大

地，黄土染上绿意。2022级学生陈铃玉

依然对一些场景记忆犹新，“张老师带

我们上山种树的过程中，还给我们讲种

树的知识，比如要挖多深的坑，要填多

厚的土，长宽高都有严格的要求，他带

上卷尺对我们挖的坑一个个进行测量，

让我真正懂得了实践的意义”。

把大美中国作为思政课堂

验证理论最好的方式是实践，张艾

平认为带农牧民子弟走出大山走出西

藏是有着独特价值的大思政实践。带

藏区的学生去看看强大而繁华的祖国，

一直是他的心愿。

2015年的冬天，借着寒假回家的机

会，张艾平去深圳、福州、合肥等城市，

找到自己的老同学，看看能不能安排几

个打工的岗位，让自己的学生以实习的

方式体验一下内地的生活。可是当听

说是来自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不少

单位都犹豫了。

多年坚持，直到2018年事情出现了

转机，有6个学生找到张艾平，说想利用

假期去内地实习，张艾平很快给他们找

好了岗位，送他们去了内地，并让自己的

老同学照顾好他们。学生在内地实习后

收获很大，于是在这一年的冬天，张艾平

又利用自己的假期亲自带领 14名学生

到内地去实习。当时人还没有出发，电

话却一个接一个打来，家长、村支书、班

主任都表达了对学生安全的担忧。张艾

平毅然把所有的安全责任都扛了下来，

他只希望能给这些学生多一些选择。

这是张艾平的一场社会实验，实验

的所有费用由张艾平独自承担。好在实

验结果很不错，绝大多数学生对在内地的

工作生活表示适应和满意。女生格桑性

格内向，不太敢说话，但在内地实习结束

后，她竟然变得开朗了许多，这让张艾平

喜出望外。2019年的寒假，在张艾平的

安排下，格桑又带领另外6个同学去内地

实习。张艾平曾经问格桑，在内地工作是

否辛苦，格桑说：“我以前在家打工是给人

背水泥袋的，感谢您让我去工作，这对我

来说是很轻松的了。”这个回答竟让张艾

平一时语塞，他发誓一定要帮助这些淳朴

的孩子寻找更加美好的未来。如今，张艾

平每年都坚持带领一批学生到内地实习

或就业，这是他对改变社会的坚持。

在边境开展思政课教学，把思政课

教学作为强边固边的手段，努力为学生

种下信仰的种子，张艾平跳出思政课的

小课堂，组建以生活和实践教学为主体

的大思政课，在大美河山中讲思政课，

开辟了新时代思政的新路径。

（本报记者 钟原 综合整理）

张艾平 思源老西藏 精神不缺氧
张艾平，西藏职业技术学院思政

课教师。在藏执教 19 年，他探

索大思政的高效实施模式，用生

活语言讲马克思主义理论，让学

生爱上思政课。他组建老西藏

精神学习与传承社团，为社会各

界人士 21 万人次讲解 3200 多

场。他创建老西藏精神劳动教

育基地，带领学生开荒植树，完

成 110 亩荒山绿化。他常年带

领学生调研西藏的红色文化遗

址，设计 22 条西藏红色研学线

路。曾获全国优秀教师、国家级

教学成果奖二等奖等荣誉。

王学利 擎思政灯火 传复兴信念

“我是一个上课有瘾的人，不管多累

多烦，只要一进课堂，这些杂念就都被抛

诸脑后了。”说起思政课，新疆农业职业

技术大学（简称“新疆农职大”，原新疆农

业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

支书记、院长王学利眼中有光。在新疆

从事思政教育36年，他将爱国爱疆的情

怀融入每堂课，把培育高职学生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作为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上学生爱听的思政课

大学毕业后，王学利当过 5年中学

政治课教师、10 年党校教师，因为教学

水平出众被调进党校工作。教学对象

不停变化，从初中学生、农民党员到企

业工人，从村长、乡长到县长，他带着

“让学生爱听政治课”的使命感，专心研

究思政教学规律。但教学经验丰富的

他却在新疆农职大“碰了壁”。2003年，

王学利初到新疆农职大，第一次给计算

机专业的学生上课，课堂上没有出现以

往师生唱和的场景，而是出现了“你讲

你的课，我睡我的觉”的现象。王学利

深感不安，同时又愧疚不已。他知道，

这不能全怪学生，因为教学工作的有序

开展一定要基于学生的实际情况。

通过与学生的深入交流，王学利发

现职业院校学生的形象思维活跃、动手

能力强，而抽象思维相对较弱。他意识

到，传统、单调的理论灌输式教学方式

是症结所在。如何破局，成了老教师遇

到的新问题。一次哲学课，王学利在班

里发起了一场辩论赛，学生围绕“理论

与实践到底谁重要”的主题展开了激烈

辩论，学生参与的热情高涨。王学利因

势利导，进行点评、引导。一堂课下来，

学生学得高兴又高效。从此，王学利便

紧紧抓住“给谁教、怎么教”的问题不

放，以“学生爱听课、能听懂”为目标进

行思政课课程体系转化研究。

“天边不如身边，道理不如故事”，王

学利以学生喜欢“听故事”为切入点开展

“思政课专题化教学研究”，逐步找到了给

职校生讲思政课的适宜方式和方法——

用活案例讲透思政大道理。同时，王学

利又将全国统一的思政课教材体系转化

为解决高职学生思想问题的教学体系，

切实解决学生“感不感兴趣、认同不认

同、信不信、践行不践行”的问题。

“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讲准，不让

学生带着困惑成长。”王学利用“案例导

引，问题核心，三元融汇，五维协同”的

高职思政课问题式专题化教学模式，让

思政课教学变得更生动，让学生沉浸其

中。这一教学模式后来在全国高职院

校得到推广，成效显著。

把课堂搬到天山南北

经过数年筹备，新疆农职大马克思主

义学院于2016年正式成立，王学利任马

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党总支副书记。这是

全国第三家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高职

院校，也是新疆高职院校中首个独立设置

的马克思主义学院。但王学利没有把自

己的课堂局限于一校一院，而是想方设法

把课堂搬到天山南北、线上线下。

在担任新疆职业院校思想政治教

育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新疆职业院校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等职务期间，王学利深入一线了解思政

课师资队伍建设状况，听课、调研、宣

讲、座谈、倾听教师诉求，足迹遍布天山

南北。同时，他搭建名师工作室虚拟教

研室，构建新疆职业院校思政课“手拉

手”一体化集体备课机制；他组织开发

“思想道德与法治”“中华传统技艺”“高

职‘四史’专题教育活动”“简明新疆地

方史教程”等6门在线资源开放课程；他

推动打造中国德育馆（新疆馆）、“四史”

教育馆、实践教学虚拟仿真中心等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教学基地……

为将思政课向网络空间延伸，主动

占领意识形态主阵地，王学利主持研发

了“壹网情深”——新疆职业院校“大思

政课”移动学习平台，依托“壹网情深”

驱动线上线下的协同功能，搭建信息化

教学平台，完成教学资源库建设，实现

全疆职业院校共建、共享，让“互联网+”

新媒体技术推动学生自主学习和交流，

突破时空限制，向网络空间延展，让学

生时时处处参加网络“大思政课”学

习。“壹网情深”平台全天候记录学习过

程的数据，方便学校将思政课学习的过

程考核做实，与结果评价统一起来，推

动学生知行合一。

擎一盏灯火，传一种信念

讲好思政课，关键在教师。“新时代

思政课教师肩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的历史使命，只有具备崇高理想和坚定

信仰的教师，才能在‘培养什么人、怎样

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的根本

问题上站稳立场、把准方向，忠诚于党

和人民的教育事业。”王学利说。

实践中，帮助青年教师快速成长、

提升教学水平和专业能力，是萦绕在王

学利心头的事。他组织青年教师“磨

课”，集体把脉会诊，扎实锻炼青年教师

教学基本功，也激发了他们讲好思政课

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担任院长

8年来，王学利组织教师学习专业理论，

参与课题研究，先后指导10余名青年教

师成为教学科研骨干。他带领的名师

工作室创新教学模式，创新团队建设机

制，搭建共同学习、互勉共助、集体成长

的教育教学平台，为全疆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范例。

近年来，在带领马克思主义学院抓

好思政课教学的同时，王学利强化辐射

引领，将自己的教学研究成果积极向校

外延伸。他依托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

工作室牵头新疆昌吉州大中小学思想

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实施“一十百千”

工程，以“三百”“三化”为抓手，即立项

100 个课题、遴选 100 节示范课、选树

100名骨干教师；集体备课常态化、教师

培训常态化、实践研修常态化，不断加

强对青年教师的传帮带。勤勉耕耘换

来了硕果累累，一批批青年教师在他的

指导下茁壮成长。

多年来，课堂已经成为王学利生命

的一部分。年届退休，他每年依然要为

校内外上 200多节课。多年积劳成疾，

2024 年初他罹患尿毒症。医生告诉他

“你应该考虑生命的长度与宽度的问题

了”，同事也说“院长可以休息了”，但他

始终不忘自己的使命与担当。5 月，他

克服透析困难，在长沙市、绍兴市和杭

州市8所学校听课、调研、指导高职思政

课建设。他常说：“能为国家高职思政

课建设做点事，吃点苦也值得！”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宣传

党的创新理论成为落实三中全会精神的

重要任务。王学利主动承担昌吉州和学

校的宣讲任务，赴州县基层宣讲。同事

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王学利说：“通过

宣讲用三中全会精神统一思想、凝聚人

心，是思政课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

我们的基本功。”谈及下一步工作，王学

利说有两个工作重点，一是把学院建设

成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二是探索

完善职教本科“大思政课”体系。

建设教育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呼唤优秀人才。王学利认为：“思

政课教师的使命就是给学生点亮民族

复兴的灯塔，做好学生人生的导师，为

未来大国工匠培根铸魂、提智增信，打

好强国赋能的志气、骨气和底气。”德为

人先，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王学利将家

国情怀、教师情怀倾注于一方讲台，用

言传身教为学生传递信仰的力量。

（本报记者 刘亚文 综合整理）

王学利，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大

学（原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

院长、教授。扎根新疆从教 36

年，他以“学生爱听课、能听懂”

为目标，深入研究职教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的特点和规律，创

新了“案例导引，问题核心，三

元融汇，五维协同”的高职问题

式专题化教学模式，并在全国

高职学校推广。他主持研发了

“壹网情深”——新疆职业院校

“大思政课”移动学习平台，实

现全疆职业院校共建、共享，让

学生时时处处参加网络“大思

政课”学习，为职业院校思政课

教学改革提供宝贵经验。曾获

全国最美思政课教师、国家级

教学名师等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