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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政课讲好“英雄故事”的教学意蕴和教学策略刍议
周佳强 1　孟　婷 2

（1. 吉林建筑大学，吉林 长春 130012；

2. 长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在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和建设时期涌现的“英雄故事”是非常有说服力和生命力的思政课素材。将“英雄故事”研磨成生动

的教学案例，成为高校思政课提升吸引力和实效性的有效举措。高校思政课要讲好“英雄故事”，既需要在知识层面介绍好英雄事迹，

又需要在价值层面传递好英雄精神，更离不开在教学方法层面做好策略安排，从而有效引导大学生向英雄学习、向前辈学习、向榜样学习，

成长为“心中有阳光，脚下有力量”的一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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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号召广大青年向英雄学习、

向前辈学习、向榜样学习，争做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肩

负思想引领和德性培育的重要使命，理应承担“时代新人”培育

的责任重担。将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和建设中涌现的“英雄故事”

研磨成生动的教学案例，是思政课教师引导大学生向英雄学习、

向前辈学习、向榜样学习的有效举措，也是丰富思政课教学内容，

提升思政课教学实效，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的题中之义。

一、高校思政课讲好“英雄故事”的现实要求

讲好“英雄故事”不仅是提升高校思政课吸引力、抬头率的有

效举措，也是对当下诸种诋毁英雄、否认历史的错误言论的有力驳斥。

（一）助益课堂共情的达成和教育实效性的提升

有道传不开、有理讲不透是高校思政课亟待解决的难题。思

政课教学内容关涉马克思主义理论、国家的政策方针、党的政治

理念和社会的道德规范等内容，不可规避在话语言说和理解层面

具有一定的学理难度，加之因其内容的权威和严谨需要学生对某

些知识准确把握甚至一字不差地记忆，由此使高校思政课留下枯

燥有余而趣味不足的刻板印象。“不少大学生对思政课所授的理

论知识、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不感兴趣，加上部分思政课教师沿

用照本宣科的教学方法，‘要讲的’‘所讲的’和‘想听的’‘所

听的’严重脱节，‘有意义’的内容没有讲出‘有意思’的味道来，

课堂上抬头率低、低头族多、点头人少就不足为奇了。”但这并

不意味着，思政课只能“高高在上”“曲高和寡”而无法“接地气”“受

欢迎”。

实际上，在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和建设的不同时期都涌现出

诸多“英雄人物”，这些“英雄故事”及其彰显“英雄主义精神”

本身即是思政“教科书”，是鲜活又接地气的思政素材。特别是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艰难险阻乃至生死考验之际，能够挺身

而出的英雄人物，能够让当代大学生真切感受到从历史穿越而来

的英雄力量和革命精神。正因为“英雄故事”这一教学素材是直

接来源于历史现实，其厚重感和真实感能直抵大学生内心，于润

物无声中引导大学生向英雄致敬、向榜样学习。很多时候，此种

具体可感的“英雄故事”比抽象的理论教条和填鸭式的说教更能

让大学生入耳入脑入心。若将“英雄故事”更多地融入高校思政

课教学，可助益于唤起大学生对思政课的共情和共鸣，在师生的

同频共振中提升思政课实效性。

（二）消解不良社会思潮的负面影响，增强大学生政治认同

网络信息时代，各种虚实参半、良莠不齐的言论爆炸式涌现。

有个别国家和政客以网络为平台散播“政治病毒”，引致网络空

间中“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论调时而涌现，“中国病毒”“东

亚病夫”等污名化的抹黑也喋喋不休。诸多刻意诋毁我国英雄、

政党和历史的虚无主义思潮在网络空间不时纷涌。

作为“网络原住民”的大学生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大学生是

最赋有爱国热血和政治敏感度的年龄阶层，易受不良社会思潮和

网络舆情的干扰产生偏激思想和片面认知。加之，在社会发展步

伐加快和竞争压力加强下，部分大学生面临学习、毕业、就业的

多重压力，内卷、焦虑乃至悲观、厌世情绪有所增加，需要以“立

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思政课能够及时有效地发挥思想引领作用，

在及时捕捉大学生思想心理变化的基础上剔除影响大学生思想认

知的“杂音”。以正向积极的“英雄故事”引导学生秉持坚定的

政治立场、乐观的生活态度和正确的价值取向，助力大学生自觉

抵制不良思潮熏染，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和网络舆情中学会慎

思辨明。

二、高校思政课讲好“英雄故事”的双重教学意蕴

高校思政课讲好“英雄故事”既需要在知识层面介绍好英雄

事迹，更需要在价值层面重点讲好英雄人物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

高理想信念，以精神感召、价值引导的力量培育感恩党国、勇担

重任的时代新人。

（一）讲好英雄人物的爱国故事，培育大学生爱国情怀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是中华民族战胜艰难险阻

的力量源泉。“必须聚焦青少年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因为青少年

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富有朝气的力量，是古往今来爱国

主义教育的重点群体，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非（反）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进行交锋与斗争的主要对象”。而思政课要厚植青年

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怀，首先需要有效运用爱国主义教育资源，特

别是充分发掘“英雄故事”。英雄人物为国为民的感人事迹是爱

国主义精神的生动彰显，能够有效激发大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

豪感，引导大学生汲取榜样力量，明晰为国为民奋斗的意义，树

立崇高的人生观、价值观，形塑坚韧不拔、勇敢刚毅的精神品格。

在对这些英雄榜样的介绍过程中，思政课教师一方面可前提

铺设事实介绍层面的“是什么”，即讲解英雄人物的事迹，“鲜

活真实的人物形象塑造和细致入微的故事情节展现，需要教师娓

娓道来、声声入耳，置学生于真实的故事情境中，用口语化的表

达拉近师生距离，让学生走进历史故事，主动探索其蕴含的道理

并有所体悟”；另一方面将重点放于价值观剖析层面的“为什么”，

即从榜样的报国行中挖掘其藏匿于身后的爱国心、强国志，以“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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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引路”的方式引导学生见贤思齐、择善而从，在感动、敬畏中

与榜样对话，在学习效仿中明确爱国要“如何做”，实现知识型

课堂向认知型和价值型课堂的转变。伴随着爱国主义精神在大学

生精神世界中“扎根发芽”，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精神

也得以在新时代新青年中广泛传承和弘扬。

（二）讲好英雄人物的理想信仰，坚定大学生“四个自信”

作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全过程参与者，当代大学生

思想政治素养的高低关系着民族复兴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现实的

困境在于，思想道德品格的培育非朝夕之功，教材中的思想道德

规范和政治条文抽象性较强，大学生在记忆、理解层面存在学理

困难，这要求思政课教师在讲解过程中既要针对学生的年龄阅历、

思维特点和话语风格展开，又要尽可能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

将抽象的条文讲解得有理有据、有声有色。思政课教师可遴选具

有代表性的英雄事迹将其设计为思政课教学案例，重点讲清楚“英

雄故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关联，

引导学生在感受榜样力量的过程中自觉形塑“四个自信”。

比起抽象的理论，具象的材料特别是大学生关切的人物和事

件对其触动更为深刻，产生的教育影响也更加弥久。通过“英雄

故事”的讲解，让大学生真切体会到先辈们为了理想而不畏险阻、

坚韧不拔的精神品格，在故事中激励他们为新时代民族复兴“撸

起袖子加油干”。

三、高校思政课讲好“英雄故事”的教学策略

高校思政课要讲好“英雄故事”需要在教材内容、教学形式、

教学方法等多方面讲究策略，才能产生最大化、最优化的“英雄

故事”教育效果。

（一）“英雄故事”与高校思政课教材知识点的有机融入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可将马克思主义有关“人民史观”的

内容与人民英雄对国家民族的贡献、对社会历史的推动作用相结

合；讲解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时引导学生以实践作为衡量是非、检

验真理的标准，以历史史实来驳斥诋毁革命英雄的言论。中国近

现代史课可将“英雄故事”融入党带领人民开展革命、建设、改

革的历程中讲解，引导学生深刻体悟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和党如

何在多次挫折面前恪守初心和使命带领人民共克时艰。思想道德

与法律基础课中有关爱国主义、人生理想、中国梦等内容也可以

用“英雄故事”作为生动的教材案例辅助讲解，强化形塑大学生“家

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家国情怀和“苟利国家生死以，岂

因祸福避趋之”的时代担当。形势政策课在介绍我国发展现状和

全球发展趋势等问题时也可以结合“英雄故事”，在深化学生对

全球经济发展一体化等方面认知的基础上引导学生争做新时代英

雄人物。教师还可将总书记有关英雄人物的重要讲话与四个全面、

四个自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教材内容有机融合。

（二）以专题教学形式开展“英雄故事”的集中讲解

高校思政课教师可单独拿出一至二个学时开展“英雄故事”

的专题教学，将英雄精神集中传达给学生，不仅有助于更好地培

育学生的爱国情怀，同时可回顾教材相关知识点。

例如，可在中国近现代史课中可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英雄人物，

如虎门销烟、坚决抵抗外敌的林则徐；甲午海战中壮烈殉国、英

勇无畏的邓世昌等，结合时代背景从英雄人物的生平、战争历程、

精神品格、对国对民的贡献等方面展开介绍。再如，在毛泽东思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中亦可聚焦英雄人物的思

想理论开展专题教学。介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和其坚韧不拔、

百折不挠的精神；介绍李大钊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坚定的共

产主义信念和革命精神等。再如，还可系统学习总书记有关“向

英雄学习、向前辈学习、向榜样学习”的相关论述，并借此结合

和回顾教材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

领导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等知识点等。以培育学生道德品格为教学旨归的思修课和捕捉时

代前沿问题的形势政策课同样可围绕英雄事迹开展专题教学。

（三）以多样化课程实践传递英雄主义精神

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并要求思

政课要注重实践性，鼓励大学生在劳动实践中锻炼品格。实现思

政课理论课堂与实践课堂的耦合，从学科育人向课程育人、活动

育人转变，是思政课教学改革的题中之义。每门思政课在理论课

时之外单独设置了实践课时；诸多马克思主义学院也设置了教学

实践基地，这些都为在实践活动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

条件和平台。这种在社会大课堂中以自身劳动实践接受教育的方

式应当延续。高校思政课教师可利用实践课时组织学生发掘和讲

述感动自己的英雄故事，或为英雄高歌献唱，或拍摄介绍英雄事

迹的微视频，亦可利用实践教学基地排练再现英雄故事，以沉浸

式教学方法和情景体验的方式引导大学生切身感悟英雄榜样人物

的精神品格。还可以在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组织多样化的实践活

动，引导学生从英雄故事“倾听者”向英雄主义精神“传递者”

的角色转变，例如“在五四青年节，引导学生胸怀信仰、肩扛担当；

在‘九一八事变’纪念日、‘一二·九’运动纪念日、南京大屠

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烈士纪念日等关键节点，引导学生勿忘历史、

不懈奋斗，让学生在融情忆史的过程中寓情于境，迸发出排山倒

海的爱国主义伟力”。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而办

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新时代的思政课教师理应站在时

代最前沿，观察社会、体察民生、洞察人性，及时将革命、改革、

建设中涌现的英雄人物及其事迹转化为生动的教学案例，讲好“英

雄故事”，增强学生的“精神免疫力”，引导学生敬畏生命、心

有家国、感恩社会、明规守矩，成长为“心中有阳光，脚下有力量”

的一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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