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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社会实践团队以多种形式传承榜样精神

“青言青语”讲好党团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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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漫步在滨江河畔，
阅读历史建筑，上海城建职业学
院“建筑可阅读小分队”暑期社
会实践团历时两个月的调研有
了结果。来自建筑与环境艺术
学院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的3
位学生，以宣传“一江一河”的建
筑为宗旨，致力于推广建筑可阅

读。成员们的实践分为线上和
线下，线上进行微信公众号推
广、文化书籍编写，线下则来到
了“一江一河”的重要实践地
——滨江绿地，将“一江一河”与
建筑可阅读结合得更加紧密。

“全过程体验‘一江一河’项目中
的过程后，我们希望再次展现一
江一河的独特风采。”小分队成
员之一的李玲告诉记者。

漫步“一江一河”景点
在调研中学习城市更新理念

踩点式调研的过程给李玲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和一名女
生结伴去了徐汇滨江，亲身体验
了每个景点。

在徐汇滨江，她访谈了一位
环卫工人，从对方口里了解这些
年“一江一河”发生的变化，带给
市民的改变。“当时这位环卫工
人告诉我，现在滨江的道路变得
越来越清洁，游客也越来越多。”

在参与“一江一河”的暑期
社会实践后，她和同学们对上海
的几个滨江做了背景调研。“调
研的过程也是感慨的过程，我们
真切地感受到城市的微观变
化。比如杨浦滨江有个跑道，非
常受市民欢迎。可见，这些变化
的出发点是以人民为中心，建筑
其实也是服务于人的。”

该暑期实践项目的指导老
师周培元告诉记者，在调研过程
中，学生们领略了杨浦滨江工业
锈带到生活秀带的变化，参观了
北外滩附近的历史建筑，了解了

浦江饭店里的红色故事。“其实
早在去年，我就带着同学们参与
了红色历史建筑人文行走地图
的绘制，画了 100 栋红色建筑。
在这次暑期社会实践中，同学们
考察了‘一江一河’的景观、建
筑，采访了一些市民，并拍视频
记录。滨江改造绝不是大拆大
建，打个比方，黄浦外滩源边上
有个最美花园，还有一个最美加
油站；苏州河的地砖不是用花岗
岩，而是采用了可回收的道渣混
凝土砖，符合百年城市的理念；
调研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可
以学习新技术、新材料。比如有
一处景观在设计中保留了划船
俱乐部，将被拆掉的部分制作成
新的门架，这种对城市公共空间
的利用设计手法，值得同学们运
用到以后的实践中。”

制作短视频与绘画作品
让更多人读懂上海的江河文化

行走在黄浦江边，从外白渡
桥到人民英雄纪念塔，在外滩，
慕名而来的旅客或是沪上人，流
动不止，这支小分队通过采访路

人，得知大家对江河文化并不了
解，这便让大家的行动有了意
义，宣传江河文化，让沪上建筑
可阅读是此行的目的。

据了解，调研结束后，团队
成员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努力
推广“一江一河”的美景。线上
推广部分主要是制作了建筑短
视频，摒弃导游繁琐讲解，展现
建筑内涵。即对“一江一河”沿
岸历史建筑和名人故居设置二
维码，市民只要通过扫码就能阅
读文字图片或收听收看音频视
频，了解建筑历史和背后故事，
实现建筑的“可读”“可听”“可
看”“可游”。不仅如此，团队成
员还参与编写了儿童时代书刊，
向儿童们推广建筑可阅读文化。

“我们将把所见所得通过在
学校的学习后画下来，依托原创
设计团队的优秀创新设计能力，
将建筑之美实体化，定制建筑绘
画作品和专利旅游路线，将这次
实践永远在记忆里面留存。”李
玲表示，通过此次暑期实践活动
让大家对自己所生活城市的沿
江文化有了进一步了解。

为宣讲党团史
录制系列微课视频

“选题的契机是建党百年时
团队成员都深深受益于党史学
习，作为教育学子、未来教育的
从业者，也想要为公众带去青言
青语话党团史教育的魅力。”团
队负责学生、学前教育系2020级
本科生王滢淑这样告诉记者。

这个中秋假期，团队成员再
度于线上相聚，共同商讨“‘元宇
宙’共青团百年人物故事、云端
红色文化展厅”云端VR团史学习
红色场馆的优化呈现方案，以及
后续于上海金陵中学线下宣讲
的方案。

在着手推进前，团队成员一
方面从公众需求出发，发放问
卷、实地调研，在充分了解大众
对党团史的了解程度以及他们
感兴趣的内容的基础上，开展后
续微课讲稿和直播脚本内容的

筛选。另一方面，不论是视频的
多平台发布、推送的广泛转发，
还是后台私信的认真回复、直播
弹幕的积极互动，只要能鼓舞更
多的人加入党史学习和传播的
队伍，对团队来说，都是项目继
续存在的意义。

俞秀松、段德昌、梁柏台
……截至目前，1个3D云端VR展
厅，40条录制“一分钟带你认识
共青团史”系列微课视频，新时
代青年学习传承榜样精神的新
领域正在打造。

团队还创立了公众号“青运
史直通车”，开设直播等。以多渠
道的实践形式、多样化的实践成
果，为各年龄段人群，尤其是青年
群体提供鲜活多元的党团史学习
途径，始终是团队努力的方向。

通过实地走访
绘就9大青运史地标
当然，做任何事都不是一帆

风顺的。整个实践过程中，团队
成员经历了大大小小的许多困
难。“令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
们设计‘那些年青年们在上海走
过的石子路’一日打卡路线。”学
前教育系2020级本科生张思玥
记得，为了保证最后设计的路线
在路程和交通方式的规划上，都
有合理的安排，最好的办法，是
亲自走一趟。

“还记得那天，我们一口气转
战了9个地点，从同济大学出发，
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
旧址纪念馆，到上海展览中心，再
到上海市希望工程办公室……每
个人的微信步数都逼近三万，身
体真的很疲惫，但兴致却很高。”

事实证明，此次实地走访，
让一日行路线设计少走了很多
弯路：有些地标极具走访意义，
有些地标位置偏僻难寻，而有些
地标已尽失当年样貌。有了这
些信息的加持，团队成员迅速删

减“无效地点”，最后形成了囊括
9 个上海青运史重要地标的省
时、全面走访路线，其中清晰标
注了地标地址、乘坐公共交通线
路及路程所需时长。

学前教育系2020级本科生
卫沣颍认为，团队不仅仅是设
计了行走路线，大家更是边走
访边录制微课，在一些红色地
标附近，有很多行人围观，有的
是附近的居民，有的是慕名打
卡的初高中生，还有的是倍感
新奇的路人。大家就以此为契
机，向路人介绍与此地点相关
的党团重大事件以及红色人物
事迹。

分享榜样故事
感受先辈大爱

“我们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
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录制微
课的时候，就给围观的学生讲起
俞秀松是如何积极投身反帝反

封建浪潮，抨击黑暗的社会制度
和虚伪的封建礼教。”卫沣颍记
得，很多孩子听完这个故事，反
复追问细节，还说要去视频网站
搜索这样的微课视频观看。这
一刻，团队成员的心都像是被蜜
糖灌满一般。

“把这些故事分享出去，鼓
励更多人感受先辈大爱、坚定伟
大信仰、凝聚奋进力量，我也没
想到有一天能贡献出自己的力
量。”王滢淑也在回忆这段经历
时眼含笑意。

经历本次实践，团队成员
都由衷地感到，要脚踏实地服
务群众，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
精神传递下去，让革命薪火代
代相传，真正做到在青春的赛道
上奋力奔跑，争取跑出当代青年
的最好成绩。将知识应用于实
践，也在实践中不断汲取力量，
这理应是新时代青年应当担在
肩上的责任。

广泛搜集历史资料，用心改编人物故事，
实景录制微课视频，线上开展直播互动，线下
走访红色地标……五位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
部的女生因为这些事将彼此聚拢到一起，就
连这个中秋小长假里，他们的微信小群里总
还离不开继续讨论。这支大学生实践团队以

“走进中国青年运动史”为题，借助多样的互
联网传播形式，向大众讲述百年历程中重要
人物的生动故事。与大部分今年暑假才立项
推进的实践项目不同，她们的这一实践早在
今年年初就启动了。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利用暑期走访“一江一河”将建筑可阅读融入专业课中

由老师带队参观并讲解“一江一河”的建筑景观。 受访者供图

通过VR展厅、微课视频、直播互动等多种形式讲述党团史故事。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