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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卡红色地标 讲述革命故事
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第四党支部、研究生第三党支部

最佳党日活动优胜奖申报材料

一、活动主题与设计思路

（一）活动主题

为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

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

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精神和要求，

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第四党支部与研究生第三党支部

结对共建，以“学思悟行”方式，创新运用新媒体技术，将苏

州静态的红色地标、真实鲜活的红色故事、永恒的红色精神融

合为一堂有声有图有故事有回味的微党课，加强党员自我教育，

丰富思政课堂，同时通过新媒体传播，吸引广大群众从线上打

卡到线下打卡，寓教于游，学习红色历史，感悟红色精神，赓

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

（二）设计思路

1.用好苏州红色资源，共建“苏式”大思政课

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

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的精神要

求，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研究生的专业培养和教师第四

党支部的专业特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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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苏州红色资源为主题和载体，联合开展专题化、系列化、实

践化主题党日活动，增强党性修养；充分挖掘红色资源中的思

政元素，丰富滋养思政课堂，共建“苏式”大思政课，增强课

程的亲和力和针对性。

2.用好新媒体技术，讲活苏州革命故事

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特点，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增强

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生动传播红色文化”精神要求，发

挥研究生善用新媒体技术、教师党员具有深厚历史素养特长，

共同撰写微党课文稿，现场实录微党课视频，并通过新媒体传

播，生动展示苏州不仅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一座红色资

源丰厚、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之城。

3.传承好红色基因，实现育心育己育人

通过实地参观学习苏州红色遗址遗迹，帮助师生党员深入

了解苏州的革命历史、革命人物和革命故事。以主讲者视角讲

述红色地标故事，需要讲述者更加全面、准确把握故事的大背

景、全过程，深刻领会故事蕴含的精神，并转化为自身的情感

认同和理想信念，做到育心育己。讲好革命故事，还需要把握

听众特点和网络媒体传播规律，创新话语表达方式，用“小故

事”讲述“大道理”，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学生专业素

质的锻炼培养，也是加强党史学习宣传教育，引导人民知史爱

党、知史爱国的重要实践。

二、具体组织和实施过程

（一）打卡红色地标，学习苏州革命历史

立足“纲要”课程教学特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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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培养需求，师生到五卅路、中共苏州独立支部旧址、新四军

太湖游击队纪念馆、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夜袭浒墅关纪念

碑、铁铃关战斗史迹陈列联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全面深入学

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苏州军民浴血奋斗、百折不挠的斗争历

史和革命故事。

图为党日活动参观学习现场

（二）师生结对共创，用心设计视频文案

在实践参观学习基础上，师生党员集体研讨学习，确定

“觉醒唤起”“芳华燃火种”“浒墅关的革命烽火”“太湖烽火淬

初心”“铁铃雄关阅古今 拂晓枪声开新天”五个主题，分主题

结对设计视频文案。师生共同查阅文献资料，深悟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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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三）现场讲述实录，用情讲好革命故事

微党课采取主持人室内拍摄加讲述者外景拍摄形式呈现。

微党课内容包括时代背景简介、红色地标导览、革命故事讲述、

红色精神传承四个主要部分。微党课采取现场讲述实录，要求

讲述者将文稿内容转化为自身的感悟体会，脱稿用情讲述，做

到自然、真诚、感人。

图为微视频拍摄过程

（四）拓展传播路径，弘扬苏州红色文化

一是发挥思政课主渠道作用，结合“纲要”课程内容，将

微党课作为教学实践案例进行传播讲解，实现课程资源本土化，

增强课程亲和力和针对性；二是善用互联网，发布传播微党课，

使互联网“最大变量”成为“最大增量”；三是与党建共建单位

资源共享，为基层单位提供丰富的党史学习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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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网络思政名师工作室“川流不息思政人”公众号

发布微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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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微党课在 B站发布传播



— 7—

图为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第四党支部、研究生第三党支部、

苏州市吴中区光福镇冲山村党委联合开展“红色文化润聚人心 共建

红色美丽村庄”主题党日活动中发布“打卡红色地标 讲述革命故事”

微党课

三、活动特色及成效

（一）主题党日活动“融”起来

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培养和“纲要”课程教学科研，

开展“打卡红色地标 讲述革命故事”主题党日活动，实现了党

员党史学习教育、丰富课程教学资源、推进课程实践教学改革、

构建“大思政课”的有机融合和统一。

（二）师生结对共建“实”起来

基于教师第四党支部专业优势和研究生第三党支部专业培

养的内在契合性，师生支部结对共建。主题党日活动以苏州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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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资源为主题和载体，能够激发师生参与兴趣与意愿，提升党

员参与度；以学思悟行的方式，发挥教师和研究生各自优势，

结对共创负责微党课视频制作传播，提高党员活跃度和融合度，

有利于教学相长，探索如何讲好思政课，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三个微党课视频在 2023 年分获苏州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学习领航计划主题教育”一等奖和二等

奖，其中“铁铃雄关阅古今 拂晓枪声开新天”获第七届全国高

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活动三等奖。

（三）党史学习教育“活”起来

党员现场讲述实录革命故事，让苏州革命旧址遗迹、纪念

馆成为党史学习“教室”，文物史料成为党史学习“教材”，英

烈模范成为党史学习“教师”，使苏州红色地标“亮”起来，静

态红色文物“活”起来，感人红色故事“响”起来，增强党史

学习教育广度、深度、温度和力度，推进党史学习教育的常态

化、长效化。

（四）思政课堂教学“亲”起来

师生实地体验学习，是一次思想淬炼和精神洗礼，也是一

次实践教学集体备课，丰富“纲要”课堂教学，实现教学资源

的本土化。师生共悟共思共讲革命故事，增强情感认同，坚定

信仰追求，真正做到有信仰的人讲信仰，课堂教学才能打动人

心，富有感染力，让课堂教学亲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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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打卡红色地标 讲述革命故事”
微党课视频链接

1.铁铃雄关阅古今 拂晓枪声开新天

https://mp.weixin.qq.com/s/l0yJDfERVLzp24BjD4Ha6w

2.觉醒唤起

https://mp.weixin.qq.com/s/GHF4kBWD5ouboa3ZBUlgZA

3.芳华燃火种

https://mp.weixin.qq.com/s/eRDe0JPEi86uBAag0bdsLQ

4.太湖烽火淬初心

https://mp.weixin.qq.com/s/Xw0tPCu0q2SVR5-hKwa2HA

5.浒墅关的革命烽火

https://mp.weixin.qq.com/s/OBUOydbAZsMreOjvOHiE1w

https://mp.weixin.qq.com/s/l0yJDfERVLzp24BjD4Ha6w
https://mp.weixin.qq.com/s/GHF4kBWD5ouboa3ZBUlgZA
https://mp.weixin.qq.com/s/eRDe0JPEi86uBAag0bdsLQ
https://mp.weixin.qq.com/s/Xw0tPCu0q2SVR5-hKwa2HA
https://mp.weixin.qq.com/s/OBUOydbAZsMreOjvOHiE1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