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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疫故事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路径
朱瑞华

（大理大学   云南大理  671000）

思想政治课作为高校提升学生思想道德素养的重要手段，对高校及学生的个人发展都发挥着十重要的作用。利用当下全民

抗击疫情的事迹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提升学生的道德思想观念，培养学生浓烈的爱国情怀，从而增强思政课

堂的教学质量与教育意义。基于此，本文围绕在高校思政课堂融入中国抗疫故事的作用与意义，分析了当下高校思政课堂

教学的现状，探讨并提出了将抗疫故事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具体路径，希望能够对相关教学的研究提供一些帮助。

高校思政课；抗疫故事；实施路径

自疫情出现以来，每天都在发生着感动人心的抗疫故事，
全国上下同舟共济、众志成城的凝聚精神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
人们，在此背景下，将中国抗疫故事纳入到高校的思政课堂中
是非常必要的。通过课堂知识与抗疫故事的有机结合，可以让
学生充分领略到国家与人民在奋斗中凝结的优良品质与团结精
神，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对维护国家在国际社会
上的地位也有着重大意义。

1、中国抗疫故事融入高校思政课的重要意义

1.1  有利于提升思政课堂的教学质量
将抗疫精神与思政课堂进行有机的融合，可以增强思想政

治课程的人性化和具体化。最重要的是，抗击疫情的精神体现
在一系列真实感人的故事中，这些故事可以转变为充满生命力
的思想政治教材，让抽象的知识理论转化为贴近学生生活的鲜
活故事，使学生更容易受到思想上的启发，更好的掌握并体会
知识，从而提升思想政治课堂的教学质量。其次，抗疫精神的
传承，可以使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得到更好的发扬，有利于培
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及奉献品质，对贯彻落实思政课教书育
人的教学目标具有重要作用。

1.2  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思想品德素养
青少年作为新时代发展的主力军，肩负着建设祖国、振兴

中华的重大使命，但是这个年龄段的学生虽然充满梦想，在具
体实践中却往往缺乏明确的自我定位及奋斗目标。因此，通过
对学生进行抗疫英雄事迹的有关传播，能够让学生充分认识到
一线工作者以及来自社会基层的爱岗敬业人士的抗疫精神，从
而受到思想上的激励与启发，并以此作为学习的楷模，不断提
升自己的文化知识与专业技能，同时，坚定目标与理想，勇于
承担社会责任，成为对社会和国家有用的人才。

1.3  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抗疫精神是新时代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民族文

化和民族精神的生动诠释，充分体现出人民对生命的尊重和爱
护以及对国家的忠诚与敬爱。全国人民不畏艰险、团结奋进、
勇于奉献的品质，疫情防控和相关药品研发中的严谨务实、开
拓进取精神，在全球疫情面前勇于分担，分享抗疫经验所表现
出的团结友爱品质等等，这些为新时代中国精神的基本内涵注
入了新的内容。通过抗疫故事的学习，不仅帮助高校师生了解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国际大危机中表现出的抗疫精神，也有助于
人们理解并领会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华精神被赋予的新的内涵 [1]。

2、抗疫故事融入高校思政课的现状分析

2.1  抗疫故事与思政课的结合缺少系统性
高校及思政课堂对抗疫故事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大多

数研究都是针对应用路径的某个层次，缺乏对整合路径全面深

入的系统研究。尤其是还没有对抗疫精神进行针对性的研究，
思政课中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没有将抗疫故事发生的背景、以及
深刻的意义与价值纳入其中，学生在不了解详细背景及相关意
义的前提下，很难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及思想上的认同感与归属
感，导致思政课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

2.2  抗疫故事与思政课的结合缺少灵活性
在高校的思想政治课堂教学中，有些教师在引入抗疫故事

时缺少灵活性，“不知道引用什么样的故事”，“怎么讲好抗
疫故事”成为困扰教师们的难题。部分教师虽然意识到抗疫故
事对思政课堂的重要性，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往往缺少科学
的指导。例如一些教师在引用故事时缺少适当的氛围烘托和导
入技巧，只是将抗疫故事生硬而又机械的直接引入到课堂中，
使学生往往不清楚教师这样做的目的，只能带着模糊的意识进
行学习，缺少明确的学习目标，也不能从故事中得到有益的思
考与积极的影响。

2.3  抗疫故事与思政课的结合缺少实践性
将抗疫故事融入到思政课的目的是提升学生的思想境界，

帮助学生养成正确的人生观念及明确奋斗目标，从而实现学生
的自我价值。然而很多教师在进行思政课教学时，只注重向学
生讲解抗疫故事，没有重视抗疫精神对学生人格的塑造与影响，
忽略了抗疫精神的实践性，使学生对抗疫精神的理解只停留在
故事表面，没有进行深入探究的机会，也就无法将所学内容运
用到具体生活中。

3、抗疫故事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具体路径

3.1  灵活使用故事素材，教学方法要体现抗疫精神
抗疫精神主要体现在一系列的抗疫行动或故事中，为了有

效地利用这些材料，必须运用实际有效的教学方法。部分教师
在进行思政课教学时往往引用同题材的抗疫故事，而且很多抗
疫材料中都含有类似的表现手法，在无形之中很容易引起学生
的审美疲劳。因此教师在引入抗疫故事时要尽量避免材料的相
似化及重复化问题，应当选择典型并知名的案例，以便对学生
的思想和心灵进行直接而又深刻的熏陶。同时，在选择素材时
不必追求数量，而应重视材料的质量，揭示故事背后的重要内
涵。例如，为了表达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优秀品质与职业道德，
教师可以引用 90 后医护工作者在疫区无私奉献的案例，并将
这种精神引入到学生的学习生活中。由于故事中的主人公与学
生年龄相差不大，因此学生更容易将自己代入到当时的情境中，
并以奋斗在一线的同龄人作为楷模，同时对自己未来的人生规
划进行重新的思考与定位，这对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得塑造
都有着重要意义。

3.2  培养学生正确的逻辑思维，提升分辨是非的能力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学生接受信息的渠道也变得更为

丰富，但是拿抗疫故事来说，有些媒体在发表并报道相关内容
时，为了加强故事的吸引力与感染力，往往会对宣传的内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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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一些艺术方面处理，但过于煽情的故事情节反而让抗疫故事
缺乏一定的信任度与真实性。针对这种现象，思政教师必须树
立科学而又客观的教学观念，在引用抗疫故事时要注重材料的
真实性和有效性，帮助学生养成理性的辨别思维能力。同时，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不仅要宣传道德品质崇高的模范，也要勇于
揭露网络上的不实信息以及在疫情期间拒绝配合防疫工作的
行为，使学生养成正确的防疫观念，从而树立科学的思想道德
观念。

3.3  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法，增强学生的代入感
抗疫故事中的主人公一般都会被描绘成伟大的英雄形象，

令人钦佩不已，但英雄这个概念包含的内容过于深远与重大，
让学生有一种难以企及的感觉，很难引起情感上的共鸣。为了
改善这一问题，教师应当转变教学方法，对素材灵活运用。例
如，教师可以在教学中采用对一人称方式向学生提出问题，如
“你现在是一名休假在家的医生，家里还有一个准备高考的女
儿，但是突然接到医院的疫情通知要去千里之外的疫区进行援
助工作，这时你会怎么办？”问题一出将会引起学生的热烈讨
论，一方面是休假的惬意与即将高考的女儿，另一方面是疫区
紧急的救助工作，学生在进行艰难抉择之后仍会选择奔赴疫区。
从“我”的叙事角度中可以将学生很好带入到故事的情景中，
从而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真正感受到主人公当时的心境以及
舍小家为大家的无私奉献精神，使学生对医生这一职业有了更
加深刻的认识。

3.4  利用互联网媒体技术，丰富故事内容
与传统的教学模式相比，将多媒体运用到课堂教学中，不

仅能够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和学习兴趣，还能够使教学内容变
得充满生机与活力。因此，教师在引入抗疫故事时可以通过多
媒体作为教学辅助，结合教学内容和课程主题，将精心准备的
抗疫故事在教学过程中以生动而丰富的形式展现给学生，从而
提升学生的学习体验。在进行抗疫工作时，除了一线的医护人
员以外，还有很多来自社会基层各行业的热心群众也在努力贡
献自己的力量，如在疫情期间免费为大家送爱心便当的饭店老
板，向疫区捐助物资的爱心人士，为解放军撑伞的儿童等等。

教师可以将这一系列的故事素材制作成短片在课堂中播放，并
插入一些符合主题的背景音乐，增强故事的感染力，从而烘托
出人民群众众志成城、团结互助的顽强信念与拼搏精神，使学
生在浓厚的氛围中受到思想上的熏陶，体会到祖国的强大与人
民群众伟大的凝聚力 [2]。

3.5  组织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将抗疫精神与实践相结合
一切学习都是为了更好的进行生活实践，教师应采取多种

教学活动形式，使抗疫精神真正落实到学生的实践生活中。由
于思想政治课往往是公开课，人数较多，在提问时不能照顾到
所有学生回答问题的需求，那样会占用过多课堂时间，降低教
学质量。因此可以通过小组形式围绕抗疫精神进行讨论研究，
并将研究结果以组为单位在课堂上进行展示。这样既给学生提
供了表达想法的机会，加强了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分享，又节约
了教学时间，提升了思政课的教学效果。此外，还可以围绕抗
疫精神开展主题班会或演讲比赛，如学生在完成一节课的学习
之后，教师向学生布置相关的课堂作业，比如你对抗疫精神的
内涵是怎样理解的，针对今天的所学内容有了什么样的心得体
会或者思想感悟，对你的生活与学习产生了哪些影响等等。通
过这些问题的引导，让学生对思政课中学过的内容有了更加系
统全面的理解与掌握，并将这些感想落实到具体文字中，在课
堂上以演讲的方式进行表达，使学生在掌握思政理论知识的同
时，也收获到思想道德上的熏陶，从而在生活中更加严格要求
自己，使自己成为一名热爱国家、勇于奉献的新时代学生 [3]。

4、结论

总而言之，将中国抗疫故事融入高校思政课堂，不仅有利
于中国民族精神的弘扬与发展，还能够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素
养，帮助学生养成科学正确的处事方法及价值观念。因此，教
师必须对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进行积极的创新与改革，使中国
抗疫故事在思政课堂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让学生真正体会到
在祖国领导下，中国人民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伟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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