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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史教育中中国梦的融入途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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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梦的核心在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我国无论是在文化还是在技术上都领先世界，

然而由于我们的骄傲自满，中华民族也经历了一段屈辱而漫长的历史，我们称这段历史为中国近代史。近代史之后即是中

国共产党带领下开始的中国现代史，现代史开始以来，我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越来越好，经济发展越来越快，人民生

活的更加幸福，不过当前中国梦还尚未实现，中国要想继续发展壮大，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让中国梦深

深扎根于每个人的心中，尤其是要将其扎根于象征着祖国未来的大学生们心中，端正学生的价值观与人生观，让高等人才

真正为中国梦的实现而做出贡献。本文将对中国现代史教育中中国梦的融入途径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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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现代史就是我国从孱弱一步步走向富强的发

展史，当前我国小康社会的建立已经接近尾声，人们生
活水平普遍提高，生活在当今社会的大学生们可能想象
不到刚开始建国时候我们成长的艰难，我们国家现在能
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全靠国家领导者们和劳动人民心中
的中国梦支撑，中国现代史与中国梦之间是分不开的，
学生们只有真正了解中国梦的内涵，才能够从更深层次
上发挥中国现代史学习的意义，对于历史专业的学生来
说，中国梦可以更好的引导他们走向未来，因此我们在
对历史专业的学生进行中国现代史的教学的时候，一定
要注意将中国梦融入其中。

1 当前高校中国现代史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1.1 偏向知识教学，忽视精神引导
虽然大学理论上已经脱离了应试教育的教育误区，

但是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还是会存在偏向知识教学而
忽视学生思考引导的问题。首先，很多教师在进行课堂
教学的时候，教学主题的设定就大多围绕着历史常识进
行。再者，学校在组织月考的时候，题目类型也更多偏
向于知识型，缺少对学生对历史内容背后思维深度的考
察，这样下来，学生很难在课堂教学中获得更深层次的
引导，没有通过历史学习获得实现中国梦的决心 [1]。

1.2 教学活动与形式单一
当前很多大学历史教学还是以课堂教学为主，教

育教学形式相对单一，同时还缺少相关主题活动的举办，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对中国现代史的深入了解，
导致学生对中国现代史的了解只限定在书本上。

1.3 教师忽视知识与生活实践的融合
历史教学的目的应该在于让学生在掌握一定史实

的同时能够从史实中获得启发与引导，从而为未来发展
提供更好的指导，为此教师应该结合时代发展的一些现
实事物来引导学生，将现实与历史结合起来，引导学生
针对未来发展去对历史进行思考。然而当前很多历史教
师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比较忽视历史知识与生活实践的
结合，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教学效率。

2 中国现代史教育中融入中国梦的方式
2.1 通过中国现代史的相关内容激励学生的爱国热情
将中国梦融入到中国现代史教学中，可以为中国

现代史的教学提供更好的方向与目标，更好的对历史教
学进行指导，从而更好的发挥中国现代史教学的现实意
义。中国梦应该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中国梦以国人的
爱国主义热情为前提，学生只有具备一定的爱国热情，
才能在爱国热情的引导与激励下做出有利于国家和人民
的事，而中国现代史中的很多内容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为此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一定要
注意结合中国现代史教学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比如
教师可以带学生回顾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历史大事
件，学生会发现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一百年，中国共产
党在做任何探索的时候始终是围绕着人民群众的利益进
行，虽然中间有过像是文化革命和大跃进这样的决策失
误，但是我们能够立刻反省并始终坚持以人民群众的根
本利益当作出发点与落脚点，学生能够从中感受我国社
会主义确实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从而产生对国家的感激
之情，进一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2]。

2.2 通过中国现代史的相关内容提高学生对中国共
产党的忠诚度

坚持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
提和基础，教师要想更好的将中国梦融入到中国现代史
的教学中，就要通过中国现代史的相关内容来提高学生
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度。当前很多学生只知道入党对自
己今后的发展有好处，但是对作为共产党员的精神内涵
缺乏足够的认知，部分学生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度是建
立在利益上的，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学生对中国
共产党还是不够了解，而中国现代史的相关内容可以让
学生明确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内核，坚定不移的相信党是
人民群众坚实的后盾，提高学生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度。

2.3 通过中国近代史的相关内容引导学生正确爱国
大学生群体通常比较关注社会事实，同时对自身

的未来拥有一定信心，但是拥有爱国热情是一回事，而
能在爱国的同时做正确的事则是另一回事，因此为了更
好的引导学生去践行中国梦，教师需要在教学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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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正确爱国。台湾问题与钓鱼岛问题等既是近代
史中的内容，也是近年来的社会热点，教师在对这些内
容进行教学的时候，应该结合当前的社会热点来引导学
生思考如何正确爱国，教师在对这些内容进行教学的过
程中还要注意帮助学生进行知识拓展，将这段史实的来
龙去脉讲清楚，让学生具备一定的知识储备 [3]。

2.4 发挥人物的榜样作用激励学生为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而努力

建国以来各代领导人都为国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对中国现代史进行讲解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对领导人
的思想理念进行介绍，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加强对各代
领导人及其做出的贡献进行了解，发挥国家领导人的激
励作用，让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

3 中国现代史教育中中国梦的融入途径
3.1 结合学生兴趣点与生活实际进行教学
为了更好的促进中国梦与中国现代史教学的融合，

教师在进行历史教学的过程中可以从学生的兴趣点出
发，结合学生 的生活实际进行教学。当前是和平年代，
所以大众对于娱乐与艺术圈子比较关注，或多或少都会
了解一些，教师可以结合学生娱乐圈的问题来对学生进
行教学。教师可以就当前的社会风气与几十年前的社会
风气作比较，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当前社会更加娱乐化，
娱乐化到底是好是坏等问题，通过这种方式引导学生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避免学生陷入盲目崇拜光鲜生活的误
区，而是引导学生朝着国家建设与纳税贡献的方向来看
待当前的社会风气与社会现实。

3.2 丰富教育教学形式
当前历史专业教育形式比较单一，在这样的背景

下很难将中国梦更好的融入到中国现代史教学中，教师
培养学生中国梦精神的主要方式是通过语言来激励学
生，学生无法切身体会到中国梦精神，教学成效不好，
为此学校与教学需要开展多种多样的中国梦主题活动，
当然活动中需要结合中国现代史的相关内容来进行。比
如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去博物馆或者是革命根据地来亲身
感悟当时国家的进步，从而激发学生为国家富强而努力
的决心。再者，学校还可以开展针对中国梦与中国现代
史的主题演讲活动，让学生自己通过查找资料的方式去
启发自己，并通过演讲完成中国梦精神的输出，通过这
种方式营造一个良好的中国梦形成环境，同时也让学生
在表达的过程中坚定自身的信念 [4]。

3.3 加强对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
加强对网络信息技术的运用可以进一步提高中国

现代史与中国梦的融合效果，因此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
需要加强对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比如教师在对新中国
成立的相关内容进行教学的时候，教师在多媒体屏幕上
播放开国大典的一些影视资料，让生活在今天的学生们
也能感受到开国大典场景的激动人心。再比如教师在对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与文化大革命的相关内容进行教学
的时候，教师可也可以找一些当前大跃进时期的宣传标
语图片播放给学生，教师还可以推荐学生《霸王别姬》
这部电影，让学生结合文化大革命的背景来重新审视这
部电影，让学生体会到国家走到现在的不易，从而让学

生珍惜现在拥有的生活，同时加强对周边学习资源的运
用，提高自身的能力，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 [5]。

3.4 优化教学方式
合适的教学方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教学效率，

保证教学效果，为此教师在进行中国现代史教学的时候，
需要结合教学内容对教学方式进行灵活选择。教师在进
行中国现代史教学的时候，要想在其中融入中国梦的内
容，应该保持一定的教学深度，只有这样，学生才更有
可能通过历史学习获得一定的中国梦 精神，为此在进
行现代史教学的时候，教师应该注意经常选择一些启发
性的话题来让学生进行讨论，采用小组讨论的方式博采
众长，比如教师可以让学生就抗日战争的主导权问题进
行分析。

3.5 借古喻今，引发学生对中国梦实现的思考
启发未来是学习历史的重要目标之一，很多历史

事件对当前中国的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同时学生也
可以从历史学习中得到一定启发，从而引导自身做正确
的事情。教师需要在教学的过程中借古喻今，引发学生
对中国梦实现的思考 [6]。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将中国梦融入到中国现代史中具有一

定的必要性，为了更好的推动我国的现代化发展，始终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走正确的道路，必须加强对大学
生的思想政治素养培养，对于历史专业的学生来说，中
国现代史本身就可以作为很好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料，教
师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发挥中国现代史的
思想政治教育意义，将中国梦与之联系起来进行教学，
从而借助中国现代史更好的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与人生观，帮助学生更好的消化中国现代史中的历史内
容，并引导学生真正能从历史学习中找到自身人生前进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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