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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理论宣讲传播“时代之声”

——以衢州职业技术学院青年宣讲为例

马　超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衢州　324000

摘　要：青年宣讲是高校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学习的重要形式，也是立德树人、思政育人的主要

载体和组成部分。衢州职业技术学院新时代理论宣讲工作自开展以来，吸引广大青年师生积极参与，热情高涨，广大师生

学理论、讲理论的氛围不断浓厚，高效地融入到宣讲工作中，使理论宣讲工作更加有形有效有感，理论宣讲的矩阵逐步形成。

但在工作推进过程中也存在着宣讲内容的质量和广度不够深入、宣讲技巧与心态把握的不尽合理、宣讲成果运用转化的效

果不够明显等现实问题。本文结合衢州职业技术学院青年宣讲的具体案例，从三个维度对做好青年宣讲进行分析，系统梳

理相关经验及做法，更好地形成新时代理论青年宣讲的示范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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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8 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

入寻常百姓家’。”[1] 探索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的创新是青

年宣讲的使命任务，让青年宣讲更有“味道”，更有“内涵”，

更有理论性，需要从理论宣讲工作的创作基础、传播方式

和语言技巧等方面着手，系统梳理宣讲的脉络，讲出真理味，

让宣讲员有感而发，听众感同身受，深受启发，宣讲工作

影响深远，真正使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新

时代党的理论宣讲是党的理论武装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国共产党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法宝，是传播

党的创新理论成果的有效途径。”[2] 做好青年宣讲，就是要

把“时代之声”“青春之声”绽放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把企业、社区、乡村、学校、厂房、田间……作为理论宣

讲的主阵地，随时随地、随到随讲，既真实又亲切，讲老

百姓听得懂的语言，说老百姓喜欢说的话语，更好地拉进

新时代理论与百姓之间的距离，让新时代理论走进老百姓

的心坎里。自 2020 年 7 月以来，衢州职业技术学院（以下

简称衢职院）紧紧围绕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主题主线，将青年宣讲融

入高校思政工作系统梳理，全力打造以青年宣讲为核心的

新时代理论宣讲思政工作。五年多来，宣讲队伍不断壮大，

机制体系不断完善，影响力逐渐扩大，大宣讲格局逐步形成，

由单兵作战转向团队协同，推动 8090 后的青年教师宣讲员

向 00 后的在校大学生拓展延伸的理论宣讲新模式。青年宣

讲不仅在校园里讲、在本地讲，还向省内高校、社区、企业、

乡村延伸，更辐射浙闽赣皖四省边际地区，从一个宣讲团

延伸为 1+2+N 个宣讲团的宣讲体系，着力构建了衢职院的

青年宣讲矩阵。

1. 夯实理论宣讲基础，调动青年宣讲积极性

“理论宣讲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

造性，要根据新时代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推动理论宣讲平

台载体、宣讲方式方法的创新。”[3] 把身边事、感人事、

红色故事等融入理论宣讲中，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

师生、引导师生、激励师生，全面激发师生思政学习的内

生动力，让党的创新理论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

营造了全校师生学理论、讲理论的浓厚氛围，不断激励师

生在“讲中学、学中干、干中信”。如何让青年宣讲更接

地气、更有内容、更有深度，宣讲主题及内容的选择尤为

重要，青年宣讲的主角是高校青年师生，以青年师生的视角，

观察社会、规划人生、服务地方，在红色教育、党史学习、

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文化建设、青春励志等方面开展理

论宣讲，内容的选择不仅符合时代发展规律而且紧贴社会

实际。不仅在学校讲，还积极走出校门开展联学联讲，让

宣讲工作更好的与时代接轨、与社会接轨、与实践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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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八战略”实施 20 周年主题宣讲展示活动中，我校宣

讲团成员郑德镇与浙江省 00 后“talker”理论宣讲团的六位

宣讲员一起，从一幅《千里江山图》穿越古今的对话切入，

展示浙江文化大省建设的点滴故事，不仅在宣讲中坚定文

化自信，而且进一步增加了师生的理论自信。我们还通过

理论宣讲进一步规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使宣讲的

内容更有人情味、更有理论性、更有时代感，还充分发挥

有声语言表达的积极作用，以语言传播的科学性、合理性

架构青年宣讲的思政体系，构建“大思政”和“大宣讲”

的良好格局。以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为航向，用讲故事的

方式和通俗易懂的形式传播党的好声音。“‘讲故事’的

目的是向群众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在讲明白历史逻辑和现

实逻辑之后，要及时上升为理论逻辑进行总结，将理论落

实转化为具体的行动。”[4] 我们鼓励师生在创作的过程中

深入基层、贴近实际，走到田间地头，来到企业车间，亲

身体会、真实感受，用亲身经历过的体会转化为语言和文

字，或者将自己的所观所感如实记录下来，让语言更亲和、

态度更准确、文字更朴实、情感更真挚。真实的内容是好

的宣讲作品的支撑，以真实调动真感情使宣讲更有内涵。

在以共同富裕为主题的宣讲稿中，冯梦瑜讲述了两位主人

公努力奋斗、幸福生活的故事，但是初稿思路比较凌乱，

主题也不明确，稿件结构不适宜作为宣讲内容。原本讲述

修好路用奋斗与智慧向前出发的情节，但是事例不感人，

语言表达没有逻辑性，教育启示意义不典型，不能引起听

众的共鸣。在此基础上另起炉灶，以仙居县瓜洲村党支部

书记应秀美和大学生村官杨宁的故事为案例，用道路巨变，

架起“沟通桥”迈出共富第一步；大道通达绘就“致富蓝图”，

迈出共富第二步；道阻且长规划长远发展，迈出共富第三

步的结构，确定了《脚踏实地走三步 大步迈向共富路》的

主题，案例更为真实，情节更贴合主题。

2. 把握理论宣讲感受，发挥青年宣讲能动性

“理论宣讲能否真正征服听众，宣讲的内容对广大听

众能否真正达到入耳入脑入心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理论宣讲者的综合水平。”[5] 在准确理解稿件的基础之上，

适合地调节宣讲感受和正确使用语言表达技巧在创作中也

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感受是由外而内的过程 , 即先有

了对稿件的感知 , 知道稿件的客观存在 , 再对稿件具体感受

形成‘感之于外 , 受之于心’的反应，感之于外首先是初浅

地感知到文字、语言符号的存在 , 再次是感受到文字、语言

符号所代表的具体客观事物的存在包含所有客观存在的事

物。”[6] 最根本的感受与技巧则是宣讲员的态度，态度往往

决定了宣讲水平及能力的高低，我们可以把态度理解为状

态，宣讲时所呈现出来的基本的外在表现，并不一定是从

事语言传播或媒体工作的专业人员才能讲好新时代理论宣

讲，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社区工作者、老师、学生等等，

在语言条件符合新时代理论宣讲基本标准时，充分的自信

和从容的态度往往给理论宣讲工作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把要我讲变为我要讲，被动变主动。态度往往表现为心理

状态，由内而外的状态更可以有效调节宣讲员的表达能力。

这个态度不仅是宣讲时的状态，也体现在生活中和宣讲以

外，状态是把握情节和调动感情的有效手段。其次真情实

感往往是自信有效展现的基本情绪的把握，《庄子·渔夫》

中说“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

虽严不威，强亲者 , 虽笑不和。”“只有做到情感与文字、

语言的融合才能达到声音与文字、语言的和谐。”[7] 充分调

动积极情绪，才能更加从容地表达，声音是跟着情绪的高

低而变化的，归根到底语言表达的一切技巧的根源在于以

情促气、以气带声、以声传情。最后再看语言传播技巧的

重要性，在理论宣讲过程中，情景再现作为内在情绪技巧

的重要手段，可以不断地形成画面、场景、情节……这种

联想对于宣讲员触景生情、设身处地地表达有着积极的作

用。戴懿在《点燃发展的明灯 奔赴下一场山海》的宣讲中，

清晰地厘清自己在衢州就学和宁波长大的两个不同环境，

在不同的场景做切换，脑海里浮现出两个场景的宣讲画面，

讲述山海协作工程在宁波与衢州之间的点滴情缘。不同的

场景有不同的故事情节，正是因为融情于景，宣讲员才会

更直观的表达和讲述。在宣讲中对象感难以把握，没有“交

流”的状态就是缺乏对象感的表现。“对象感不是单单设

想对象的一般情况和个性要求，还要解决好传者与受众的

关系问题。他们之间是息息相通的，平等的、朋友式的关系，

不能“居高临下”、‘装腔作势’，也不能迎合媚俗。”[8]

归根到底真情实感才是做好青年宣讲工作的金钥匙，宣讲

技巧的科学使用也可以使青年宣讲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使理论宣讲与语言表达有机统一。

3. 构建理论宣讲体系，探索青年宣讲创新性

“理论宣讲既要讲出‘百姓味道’，又要讲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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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道’。”[9]“理论宣讲是沟通理论与实践的桥梁，是联系

政策与大众的纽带。只有把党的创新理论讲彻底、讲鲜活，

才能真正用科学理论温暖人心、滋润人心、照亮人心。”[10]

衢职院青年宣讲工作定期为宣讲团成员提供各类理论学习

参阅资料，组织宣讲培训，校内外交流、校外观摩和实地

考察等活动。把理论知识放在课内，把宣讲实践放在课外，

以“课内 + 课外”的双重方式，锻造师生新时代理论宣讲

的能力和水平，在丰富知识和拓宽眼界的同时，走出舒适

圈，走上宣讲台，打造新时代青年师生的勇气和底气。同

时还将理论宣讲活动纳入课程选修学分，打造新时代理论

宣讲青年思政教育“大课堂”，极大地吸引广大师生参与。

通过宣讲团成员风采展示和“我为宣讲团代言”等形式，

介绍参与宣讲工作的心得和收获的荣誉，表达自己的心声，

吸引更多的师生参与到青年宣讲中来，同时通过每月开展

一次宣讲员学习会、每季度召开一次宣讲员培训会等形式，

对宣讲员进行集中辅导，推动青年师生学习成长、提升理

论素养。还通过举办读书会、专题学习会、报告会、研学

沙龙等形式组织青年师生开展系统的理论学习研讨活动，

帮助宣讲团成员能宣讲、会宣讲、出成果。使宣讲员更好

地融入社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把学习理论知识、技术

技能培训与积极融入社会同时作为必修课，提高技能、锤

炼本领、成长成才。丁思仪参加衢州市“八八战略”在身

边“8090 说千万工程”和“浦江经验”研学活动中，深入

萧山瓜沥、金华浦江，探访“八八战略”在浙江大地的足迹，

通过异地调研、走亲研学深化宣讲主题，丰富宣讲内容，

向浦江当地群众作《提笔书卷浙江案 二十载来唱发展》的

宣讲，正是因为宣讲员参与到现场学习和实践调研活动中，

先进事迹和工作案例感同身受，才能形成引起共鸣的好的

宣讲作品。再经过多次的宣讲磨炼，有内容、有情节、有

故事的宣讲作品常讲常新。“要将‘高大上’的理论转化

成沾泥土、冒热气，每个人都听得懂、愿意听的宣讲。”[11]

衢职院青年宣讲坚持“为党育人”总目标，不断创新举措

提升育人实效，把理论宣讲工作作为培养青年师生树立正

确价值观的有效方式，积极引导青年师生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

相统一，用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逐步探索“请进来”

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宣讲路径，创新宣讲方式，扩大宣

讲主体，丰富宣讲内容，逐步探索宣讲形式的多元化，形

成新时代理论宣讲工作合力，不断扩大青年宣讲工作的影

响力和辐射力，全面提高新时代理论宣讲工作的知名度和

美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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