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视频、唱歌谣、听党史……
曹永浩的课堂改变了不少学生对
思政课的固有印象，他们感叹：“没
想到思政课还能上得这么鲜活有
趣！”33年来，曹永浩一直坚持在
思政教育一线，他始终认为“思政
课是最有力量的学科，不仅是知识
的讲授，更是价值观的塑造，能够
让学生成为有理想有信仰的人”。

谈到为何热衷于思政教育，曹
永浩笑言自己是跨界老师，“又会写
又会讲又会唱”。1989年，曹永浩于
赣南师范大学中文系顺利毕业，参
加了赣州市的一个歌手大赛，脱颖
而出取得全市总冠军，凭着这份机
缘去到星海音乐学院进修声乐一
年，1994年来到东莞，先后在东莞市
机电学校和东莞市商业学院任教。

“音乐作品往往拥有鲜活的创
作背景，能触发人的情感。”曹永浩
表示。为此，他把一身的技能都化
为了教学方式，把书本上的理论知
识润物细无声般地融进了音乐里、
化入了故事里，和时事热点相结合
相连接，唱讲思政教育。

2019年开始，曹永浩利用受
邀到各地参加学术会议的间隙，
到当地的学校上“浩歌中华”爱国
主义教育唱讲课，先后到过北京、
武汉、温州、新疆喀什等地的学校
作公益巡讲。让他最有感触的一
堂课发生在新疆喀什。当时曹永
浩参加完思政工作学术研讨会，
要上一场思政教育示范课，班上
都是少数民族的孩子，讲起普通
话还不够熟练。为此，曹永浩用

歌声架起了与学生沟通的桥梁，
一声声刚劲有力的吟唱点燃了课
堂氛围。在《义勇军进行曲》《我
和我的祖国》等一系列爱国歌曲
中，学生再次感受红色记忆。“令
我惊喜的是，上完两个小时的课，
学生还不愿意走，还要留下来跟
我拉歌对唱。”这给予了曹永浩极
大的信心，“孩子们能在音乐和情
感中，感受到思政教育的力量。”

2021 年，曹永浩开发了《浩
歌党课》系列唱讲课，成为党史学
习教育进校园的“东莞样本”，并
入选广东省“百部精品党课”。

“演唱+演讲+故事”的方式让党
史学习教育走“新”又走“心”，该
教学模式更是获得了广东职业教
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一村一品，促进乡村旅游发展

横沥镇主动将文化建设融
入乡村振兴工作，通过“一村一
品”工程，成功打造了各具特色
的乡村文化品牌，形成了村头村
的“葵香园”、山厦村的“彩虹
村”、新四村的“678艺时代”、张
坑村的“相牛故里”、村尾村的

“荷塘叶色”、半仙山村的“朱子
文化”、恒泉社区的“三六九趁
墟”等 12 个文旅、农旅品牌项
目，乡村风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大大促进了乡村旅游发
展。2020 年，横沥还入选广东
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镇
示范点；2022年，“横沥·百年牛
镇”乡村休闲游入选第三批广东
省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据介绍，“横沥·百年牛镇”
乡村休闲游线路涵盖百年底蕴、

文物寻踪、生态休闲、美食探寻、
古村风韵、亲子游乐、爱国教育、
星级住宿等多个类型，为游客提
供极具特色的乡村旅游体验。该
线路串联稻香饮食文化旅游区、
山厦公园、新四“678艺时代”、康
尚家庭农场、横沥牛行、新埠正
街、半仙山古建筑群、金牛公园、
逸颐艺舍博物馆、横沥牛墟主题
邮局、村头村葵香园、横沥镇红色
教育基地等12个景点。

新四村“678艺时代”位于该
村的油榨村，采用复古概念打造
的“678艺时代”园区，是在保留
村落历史样貌及文化特色基础
上，融合现代艺术创意商业业态
而打造的现代乡村振兴的艺术
商业综合体。

步入“678 艺时代”，记者被

亮丽的色彩所吸引，满墙都是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复古
漫画、创意涂鸦、艺术壁画。很
难想象，这么好玩的地方，一年
多前还是杂草丛生、人迹罕至的
旧村。自 2021年大年初一开门
迎客，这里很快便成了年轻人的
网红打卡地，旧村妥妥地实现了
华丽变身。在此经营游乐场和甜
品店的郑女士是油榨村的村民，
她说，“678艺时代”给村里带来
了大变化，环境变美了，人多起
来了。今年的端午假期，虽然逢
雨天，但来游玩的游客也不少。

横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今
年将重点推动恒泉社区“新埠正
街”的活化改造，恢复“三六九墟
日”文化，打造年轻人时尚潮玩
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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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资源，
继续弘扬红色文化刚刚过去不久的

端午假期，虽然天公不
作美，但东莞市横沥镇
新四村的“678 艺 时
代”仍迎来了大量的游
客 。 据 了 解 ，新 四
“678 艺时代”只是东
莞“横沥·百年牛镇”乡
村休闲游线路上的代
表景点之一，像这样的
景点，该线路上共有12
个。就在今年年初，
“横沥·百年牛镇”乡村
休闲游线路入选第三
批广东省乡村旅游精
品线路，成为横沥镇这
座“滨水新城”走文旅
融合新路子、大力发展
乡村旅游的一个缩影。

近日，在东莞市委
宣传部组织开展的“文
化强市·镇街文化巡
礼”媒体集中采访中，
记者走访了横沥镇的
逸颐艺舍博物馆、村头
村葵香园、横沥镇红色
教育基地、稻香饮食文
化旅游区、新埠正街、
横 沥 牛 行 、新 四 村
“678艺时代”等，近距

离感受该镇乡
村旅游的魅
力与活力。

400多年历史，横沥牛墟长盛不衰

横沥是一方具有光荣
革命历史的热土，无数仁
人志士曾在这里前赴后
继，为了民族解放、国家
富强、人民幸福，抛头颅、
洒热血，留下了不少红色
印记。横沥的红色资源
丰富，目前有田饶步革命
烈士纪念碑、红色教育基
地两处为东莞市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中共党史教
育基地。

在依托田饶步村东纵
革命老区和革命烈士纪
念碑建设的红色教育基
地，工作人员向记者讲述
了抗日战争时期横沥人
民支持东纵抗日的革命
史。据红色教育基地相
关负责人介绍，如今基地
已经成为全镇开展中小
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重
要场所。横沥镇还依托
田饶步悠久的革命历史
和浓厚的红色底蕴，组建
了 一 支“ 小 小 红 色 宣 讲
队”，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进校园、进课堂，用好红
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
弘扬红色精神，传承红色
基因。

接下来，横沥镇还将
深挖广东十大红色摄影代
表人物、《晋察冀日报》“战
地记者”黄朱汉的红
色资料，建设黄朱汉
红色展馆、出版
新闻及摄影作品
集，进一步弘扬
横沥红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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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商业学校校长曹永浩：

以史串歌 以歌叙史
探索思政课“东莞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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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沥，因“寒溪”“仁和”两水
河涌纵横交错而得名，是拥有
400 多年历史的“百年牛墟”古
镇。近年来，横沥镇坚持“以文
化人，培根铸魂”提升城市软实
力，围绕横沥特有的历史文化、
自然资源和产业特色，重点推动
和打造了“百年牛墟”、“小城大
爱”、红色革命、稻香餐饮、逸颐
艺舍、滨水生态等文化品牌建
设。而横沥牛行正是横沥镇悠
久历史文化底蕴最主要的载体
之一。

记者采访当天来到位于横
沥镇骏马路的横沥牛行时已经
是下午。横沥牛行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交易主要集中在上
午，目前每天这里交易的活牛数
量有三四百头，一年的交易量在
13 万头左右。在牛行，牛只买
卖不靠秤，就靠牛经纪的眼力。
牛多重、年纪多大、可以出多少
肉……牛经纪通过目测牛只的
头、身高、肩宽、前胛和臀部，再
摸摸牛皮，随口就可以说出答
案，有经验的牛经纪估测时误差
能控制在 3 斤之内。如今横沥
牛行的牛经纪有十多人，年龄最
大者超过 70 岁。据其介绍，横

沥牛行的前身是横沥牛墟，起于
明末清初，之后交易地址六次变
迁，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横沥
牛墟曾与三水西南、鹤山沙坪、汕
尾陆丰并称广东“四大牛墟”，是
目前广东仅存的牛墟。悠久的历
史文化底蕴，让横沥牛墟成为见
证横沥商贸繁华的“活化石”。
横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横沥牛
墟的长盛不衰，是一个农耕时代
的文化经验样本，它不仅是一个
交易的场所，更是一种品牌，一
种商业文明的象征。如今，牛墟
文化已经成为横沥人诚实守信、
奋发进取、开放包容的最突出特
征。2007年，横沥牛墟入选东莞
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2年，横沥牛墟入选第四批广
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名录；2017年，横沥牛墟入选

“广东老字号”企业。以牛墟文化
打造的一年一度的“百年牛墟风
情节”已成功举办多年，牛墟文化
深入民心，品牌远近驰名。

接下来，横沥镇将启动建设
横沥牛墟文化馆，同时深挖“牛
经纪”交易手势文化，推动牛文
化产业发展。

立足特色资源打造文化品牌

滨水新新城走出文旅融合新路城走出文旅融合新路城走出文旅融合新路城走出文旅融合新路子

新四村“678艺时代”横沥宣供图

动漫课上将思
政内容制作成活泼
生动的动画片，数学
课上了解“小米加步
枪”、语文课上“吟唱
白衣天使”……看到
不同学科的教师在
线讲授思政课，东莞
市商业学校学生惊
呼：“第一次见到数
理化老师围绕社会
热点，把一些党史、
大道理讲得这么接
地气。”

近年来，东莞市
商业学校开展思政
课改革创新，不仅
把思政课内容与实
训教学互相融合，
并且通过云课堂让
学子共享名师思政
课，积极探索建立思
政课共建共享新模
式。日前，东莞市商
业学校校长曹永浩
接受羊城晚报采访，
分享如何讲活讲好
思政课。

讲好思政课并不容易。不
少学生还没有走进课堂，就先入
为主地认为这是一门枯燥无用
的课程。

曹永浩认为，部分学生对思
政课有偏见，意味着思政教师要
付出更多心血，大胆进行教育教
学改革，让思政课堂真正“活”起
来，守住课堂教学这个教书育人
的主阵地。为此，曹永浩编写了
系列教育读本：《18 岁以前养成
受用一生的好习惯》，培养学生
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
育读本《浩歌中华》；爱人民优秀
读物《浩歌亲恩》；党史学习教育
读本《浩歌党魂》，以此为基础开
发思政课视频课程，构建了“爱
党、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
的大思政体系。“系统化的课程
建立了思政教育的逻辑闭环，能
够帮助学生理解社会主义在中
国的必然性，从而提升学生对思
政教学的认同度。”曹永浩讲道。

怎 么 让 思 政 课 堂“ 活 ”起
来？“必须避免空洞说教，有共情
才能有共鸣。”曹永浩说，“学生
常常觉得政治理论和自己的专
业不相关、离自己的生活太遥
远，影响了他们对思政课的学习
热情。”面对这样的问题，曹永浩
运用“色、香、味”俱全及“高挂、
深入、浅出”的理念设计课程，开
发了《浩歌党课》《战疫思政 500
秒》等微视频思政课程，受众超
2500万人次。

“色”是指授课理念做到有
红色基因，有理论高度，有时代
内涵；“香”是指授课形式沁人心

脾、令人陶醉，符合当代青少年
学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规律，
做到入眼（好看）、入耳（动听）、
入心（感人）；“味”是指授课内容
做到让接受党史学习教育的青
少年学生有共鸣、易践行。例
如，《浩歌党课》第四讲《打卡“红
色地标”，揭秘“打土豪，分田
地”》，从歌曲《映山红》引入，通
过走进三个红色根据地——井
冈山、兴国、瑞金，探寻了土地革
命的历史发展脉络，不知不觉把
学生带回当年土地革命的场景，
做到以理服人、以情感人。

“高挂”指政治站位要旗帜
鲜明，教学内容要紧扣思政教育
的基本要求；“深入”指理论阐述
要逻辑严密、内涵高度统一，易
被学生理解和吸收；“浅出”指知
识讲授要通俗易懂。鲜活的授
课形式拉近了课程与学生的距
离，调动起他们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近年来，不少学校结合
自身实际推进课程思政建
设，打造出各具特色的“大
思政”教育体系，思政课有
了“有心人”大团队。但在
东莞一些学校不同学科推
进课程思政建设时，老师遇
到“不知道该融入什么、不
清楚该如何自然地融入”的
问题。

难点怎么破？东莞市商
业学校的探索提供了可供借
鉴的经验。

“一直以来，针对思政
课教学中教师教学理念落
后、教学方法陈旧、教学手
段单一的问题 ，学校推动

‘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
实现有机结合。‘思政课程’
是着力构建《莞‘议’思政》
课程项目，在全省中职学校
中率先让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
材、进课堂、进头脑，形成特
色、经验和品牌。‘课程思
政’以‘浩歌党课’百名党员
巡讲课为抓手，对学生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让有信仰的
人讲信仰，大大激励了教师
们深耕教改的积极性。”曹
永浩介绍道。

据悉，《莞“议”思政》摒
弃灌输式教学方法，改为议
题式教学方法，是一种新的
探 索 。 全 系 列 课 程 有 10
讲，以议题式教学方法为突
破 口 ，以 课 前 集“ 师 ”广

“议”、课中边“议”边学（包
括 议 题 引 入 、议 题 探 究 、议
题 分 享 、议 题 升 华）、课后

“议”行合一的“三环六步”，
帮助学生通过理论学习和
实践创新达到知行合一，使
思政课真正起到立德树人
的教育作用。

A 唱讲思政课，声声入人心

东莞市商业学校校长曹永浩

C 推动思政课程
和课程思政相结合

B 让思政课堂
“活”起来

学生观
看《浩 歌 党
史》思政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