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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讲好中国故事的教学资源选择与应用
韦梦雅

（郑州科技学院，河南 郑州 450064）

摘要：我国高校课堂作为意识形态争夺的前沿阵地，在高

校课堂中讲好中国故事，具有重要的意义，在高校课堂中讲好

中国故事是培养学生正确的三观、传承我国优秀文化的纽带，

树立中国话语权的重要途径。在课堂教学中讲好中国故事，可

以增强和改善理论课教学效果，增强理论课的趣味性与感染力，

引发学生积极主动学习的兴趣。因此，在寻求如何更好将“中

国故事”融入教学，以及怎样在授课中讲好中国故事，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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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崛起，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与

其他国家、区域组织、主要国际组织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形

成了有效的互动。

中国的国际地上的地位不断提高，影响力不断增强，不但参

与了区域之间的合作，更是参与到了全球合作之中，在国际经济、

社会、科教文卫的事物中，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已然成为促

进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之一。

在新的时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用自己的语言向

中国人民和世界清楚地说明中国是如何发展的，走了什么路，走

了什么路，面对国内外对中国成就、问题和未来的种种质疑。

新形势下，如何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优势清晰、鲜明、

生动，如何展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赢得全世界人民

的倾听，是树立大国形象的关键、进一步稳固国际地位的重要课题。

为此，中国政府已经制定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相关政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讲中国故事”、增强民族文化软实力

的重要性。因此，通过“讲一个好的中国故事”，让中国精神蕴

涵在“中国故事”中，中国力量、中国价值能够客观、全面、生

动地展现出来。

“讲中国故事”不仅要对外讲，还要对内讲，让世界和国民

看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正确认识和看待中国道路和

中国发展，树立正确的中国观和国家观。

故事作为连接人物、场景、剧情的过程描述，本身就具有强

大的教育意义。好故事拥有感染人的力量，能够传递快乐、悲伤、

奋进、拼搏的内涵。

我国高校课堂作为意识形态争夺的前沿阵地，在大学课堂上

讲好中国故事是很有意义的。在大学课堂上讲好中国故事，就是

要培养学生正确的三观、传承我国优秀文化的纽带，这是建立中

国话语权的重要途径。

在课堂教学中讲好中国故事，可以提高和提高理论课的教学

效果，增强理论课的趣味性与感染力，引发学生积极主动学习的

兴趣。

因此，在寻求如何更好将“中国故事”融入教学，如何在教

学中讲好中国故事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讲好中国故事的教学资源选择与应用

（一）讲好历史传统故事

历史是未来的源泉，未来应该从历史开始。铭记历史不是为

了仇恨的延续，而是为了明天的美好。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一直

与自然、灾害和环境作斗争。纵观中华民族发展史，特别是近代

以来的艰难曲折，每一个阶段都是一部不断探索和开创中国道路

的文明进步史、一段不断实现中国梦的奋斗史。

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从不缺少震天憾地历史传统故

事。因此，在课堂教学中，可以选择历史传统故事作为教学资源

讲给学生。

向学生讲解历史传统故事，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展现

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让学生了解中国

历史、了解中华民族精神。

要想学生讲好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独立的抗争故事，从鲜活的

故事中铭记民族英雄为民族之独立与强盛不懈奋斗，在享受国泰

民安的盛世中缅怀英雄，感受他们面对国破家亡绝境时的无可奈

何与竭尽全力。

讲好新中国建设初期面对挫折的探索故事，向学生展示中华

民族自强不息、奋斗不止、顽强与拼搏的精神与力量；讲好中国

共产党带领下砥砺奋进的故事，让学生更加全面、系统、深刻地

理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大逻辑，理解中国广大党员干部践行

初心使命的大担当。

中国故事的历史，远远不是张纸就能讲完的，它是一部教科书，

是一卷荡气回肠的传奇。在这里，我们可以背诵各种作品，解修

身之道，赏奇文之意，知国家之更替，晓历史之兴衰。

精研捭阖策论，与敏锐思想投缘，能明了历代兴亡之规律，

阅读伟大的科学著作，用时代的智慧交流，我们就能理解万物变

化的神奇。

这便是曾经一代代古人圣贤留给后人的故事，如此大量的历

史文化，还需要慢慢去读，慢慢去讲。想讲好中国的历史故事，

重在传承，重在了解，重在对这片土地的无限崇敬与无限的爱。

（二）讲好“四个自信”故事

自信，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是一个国家的前行动力，是

一个政党的勇气担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归根结底来说，是

改造世界。

马克思曾经强调，一种理论一旦被群众掌握，它也将成为一

种物质力量。只要理论透彻，就能让人信服。而个人的意志是千

差万别的，受各种客观因素或主观意念的多重影响，人民对于马

克思主义的信任、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和文

化的自信，便是这能转化为物质力量的精神力量。

若是坚如磐石的信仰便能变作改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

物质力量，大学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他们

能坚定“四个自信”，便能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丰沛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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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不竭动力。

因此，要将“四个自信”故事作为讲好中国故事的教学资源，

进行选择并应用，要向学生讲好“四个自信”的故事，坚持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四个自信故事的教学资源选择上：

第一，道路自信故事中，可以向学生讲述新中国成立之前，

我党坚持武装斗争、枪杆子里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等革命道路

的故事，讲述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迅速走上了三大改造，五年

计划等一系列正确的建设道路，迅速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

主义过渡的故事，讲述通过改革开放以来，使得中国迈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故事。让学生从学活的中国道路发展过程

中，明确坚持道路自信，坚持正确的道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

第二，理论自信故事中，讲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对我国正确引领的理论自信故事，让学生明确正是这种智

慧结晶的传承，理论自信的坚定，才使得我国综合实力与日俱增，

才是我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

第三，制度自信方面，可以选择工业类题材，讲述新中国成

立以来，重工业建设时期的故事；国防工业建设的故事，包括人

才队伍建设的故事；民族工业的发展故事，从无到有，从粗犷式

发展到高质量发展这一时间中的各种故事。工业领域的英雄人物，

如产业工人、政策研究者、制度建设者等这些人的故事，让学生

明确我国制度建设的正确性，增强制度自信。

第四，文化自信方面，可以向学生讲述传统文化故事，深植

文化自信底蕴，引领学生正确看待传统文化，弘扬优秀传统美德。

讲好革命文化故事，筑牢文化自信支柱，讲好先进文化故事，夯

实文化自信根基，让学生明确应传承中华文明，坚持文化自信，

使中华文明屹立世界东方。

（三）讲好人生价值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将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比作“穿衣服

扣扣子”，要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如果第一颗就扣错了，那

么后面也会跟着一路错下去。向学生讲好中国故事，要重视讲好

人生价值故事，引导大学生梳理正确的价值理念，引导大学生学

会成长，坚定崇高理想、树立人生目标、保持高尚情操，学会判断、

学会选择、学会坚持，培养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因此，讲好中国故事，应将人生价值故事作为教学资源进行

选择和应用。要向大学生讲好理想信念故事，坚定崇高理想，理

想与信念正属于精神的范畴，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是大学生

成长成才的动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拥有了共同的理想信念，

才有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决心和力量。

同样，一个人只有形成了正确的理想信念，才有不惧艰难困

苦奋发向上的动力和支柱。理想，就是对社会发展和自身发展的

向往；信念，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仰。

讲好理想信念故事，就是要通过故事传达理想是鼓舞人生的

推动器，推动大学生正确认识现阶段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

正确理解个人理想与国家理想的关系，提高实现国家最高理想的

自觉性。

要向大学生讲好爱国主义故事，树立人生目标，每一个人都

应该对自己的国家产生深厚的感情，国家的存在的意义是为了给

与每一个公民安全的生存环境，为了在战火纷飞时让你远离战火，

能让你在惊慌失措的时候感受温暖与问候。

因此，爱国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和优秀文化，更应该

是每一个公民具备的基本道德素养。讲好爱国主义故事，既是培

育民族精神的有效手段，更是激发大学生树立高尚爱国情操的重

要举措。

要向大学生讲好道德品格故事，感悟高尚情操，“国无德不兴，

人无德不立。”“德”对于个人来说是个体人格价值魅力的体现，

对于国家来说就是一种支撑国家强盛发展的精神支柱。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就是国家的“德”，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要在追随国

家大德的道路上塑造自身的道德品质。

青年人作为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栋梁，对其进行优

秀道德品质的培养刻不容缓，抓住了青年也就抓住了国家的未来。

学校是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阵地，大学生是思想道德建设的重点

群体。培养大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要注重在全社会形成讲道德

的蔚然之风。

二、结语

选择正确的教学资源选择，向大学生讲好中国故事，不仅需

要讲故事的技巧，更是需要真实、有底气的中国故事。大国重器、

天眼、百姓愈来愈美满幸福的日子，国家与人民紧紧结合在一起，

这才赋予中国故事挺立起来的骨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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