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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专家和专业课教师共同组建教学团队，采用项目教学、模块教学、

案例教学等方式，走进课堂，将企业文化，工匠精神融入“课程思政”

设计与开发，形成育人合力。

（二）加强工匠文化宣传，与企业共同搭建工匠文化体系

推进“无私奉献、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校园文化，以文

化育人系统建构工匠文化思政内容，精心打造文化思政载体，设

计内容贴近学生需求、形式吸引学生关注工匠文化中心，定期开

展企业专家、工匠大师讲座、非遗大师论坛等，纳入课程体系，

满足学生对工匠文化精神理解的多重需要。

坚持“产教融合、产学一体”，让工匠文化教育走出课堂、

走出校园。校企合作实训基地建设以培养“专业技能、教学技能、

应用能力三合一”为思路，注重学生的核心职业能力培养，充分

体现工学结合、强化实践职业教育协同育人理念，构建专业、企

业“二级”职业能力训练计划，举办各类职业技能比赛等，在关

注技能提升方面的同时，注重对工匠文化精神的培养意识，使学

生学会在实践中体会到工匠精神内涵。

（三）依托学院“成都工匠学院”的建设，营造工匠育人

环境

学院 2020 年启动的“成都工匠学院”的建设工作，以工匠文

化研究中心、工匠学院的“强强联合”，使学院工匠文化建设有

了更强劲的内驱力。2019 年我院 21 名毕业生以及参加我院培训

的 39 名企业工人被认定为成都市首批“成都工匠”，在社会上引

起强烈的反响，既宣传弘扬了工匠精神，又提升了工匠文化内涵。

依托我院成都市工匠文化研究中心，校企共建工匠研究中心，

传承与弘扬工匠精神、研究工匠精神现代价值及应用到各专业技

能课程中。包括工匠精神融入专业文化研究、工匠精神融入企业

文化建设研究、工匠精神融入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研究。“成都工

匠学院”将始终以“无私奉献、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文

化铸魂育人，以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培育出更多的“成都工匠”，

更好地助力于西部区域经济发展。

四、结语

总之，职业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主力军理如何在产教融合的

视角下构建良好的工匠文化值得各职业学院探索与思考。虽然高

职院校工匠文化体系建设仍存在一定的问题，我们必须充分重视，

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进而找到有效的方法措施，

促进工匠文化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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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忘初心  砥砺前行
——《习近平讲故事》对历史教学的重要启示

汪晓飞

（辽宁省葫芦岛兴城高中，辽宁 兴城 125100）

摘要：近日，我怀着几分好奇，完成了对《习近平讲故事》一书的初步学习。之所以怀着几分好奇，是因为我曾经想过学习的对象是文件，

是讲话，从没想过会是“故事”。待一口气读完这部精彩的“故事集”，当初的好奇全部转化为赞叹，以及收获的喜悦。

关键词：《习近平讲故事》；历史教学；启示

收获首先来自各个故事本身。比如：《驴马理论》让我学到

新理论的同时引导我去思考怎样才是借鉴外国先进经验的正确“姿

态”；《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使我重温经典的历史典故，更使

我反思环境与人的互动关系；……这类收获是丰富的、具体的，

不同的故事包含不同的知识，引发读者对不同领域的思考，难以

一一列举，容另择时机详谈。

其次，便是来自“讲故事”这种整体上的讲述方式，这也是

本文想要言说的重点。正所谓一个故事胜过一打道理。此言不虚。

单就我个人的学习经验而言，这次学“故事”，印象之深，收获之丰，

前所未有。由此及彼，如果我也能恰切地利用故事这种手段充实、

活化我的教学，学生们学到的，不是也将更多、更扎实嘛。更何

况历史本就是故事的一大“富矿”。

那么，如何把故事讲好？这本《习近平讲故事》给了我一系

列极为有益的启示。

一、善于运用“接受美学”是事半功倍的法门

“接受美学”是德国文艺学家姚斯提出的代表性理论，简单

地说，就是要充分考虑受众的接受过程。讲故事的高手们，无不

是有意识地根据听者的知识结构、兴趣偏好组织故事、选择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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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每到一国访问，都会精心挑选在那个国家家喻户晓的素材

架构自己的故事。

反观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有时一味想着“自己要说什么”，

忽略学生反应，结果变成“自说自话”。殊不知“退步原来是向前”。

从对方的角度出发看似绕远，实为捷径，要说的话反倒更容易直

抵人心。至于有些教师，明明知道更贴近学生生活、更“时尚”、

更接地气的事例或譬喻，非要端着架子，避而不谈，这种作茧自

缚的做法更不可取。

所以，讲好故事一定要了解听故事的对象。这也要求我们平

时就多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中去，了解他们的兴奋点、关注点，乃

至痛点。

二、要“纵横捭阖”地组织素材

“纵横捭阖”地组织素材其实也与时下历史教学的趋势不谋

而合。现今的考核，已很少就单一的材料提问，多是将有关联的

材料加以组合，“协同作战，联合出击”。材料之间的时间跨度

或上下千年，空间跨度或天南地北，对学生知识掌握的扎实程度

以及综合分析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那么，如果教师在平时的教学中就能充分发掘历史事件之间

的联系，加以整合，让学生在日常学习中就潜移默化地接受这种

思维训练，岂不是大好事。习主席在《三不欺》中引用《史记》

的表述，将“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

门豹治邺，民不敢欺”三件事并置在一起，三种治理模式的异同

通过这种并置被一下子凸显出来。给人的印象，乘以 3；给人的

启示，更非单一讲述其中一个故事可比。习近平在《制度成熟需

要时间》中反复强调，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在

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

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他通过讲述一些发达国家的制度

变迁历史，向人们揭示出制度成熟的内在逻辑，更向我们展示了

一种历史思维、历史视野。《张之洞的感叹》则将眼光定位在中

国，总结了远至商鞅变法，近到洋务运动，上下两千年的历次变

法虽都取得一定成绩但终归失败的历史原因——君主专制存在的

各种弊病使其无法凝聚共识。这三个故事，第一个体现思想发掘

之深，第二个体现拓展延伸之广，第三个体现回溯脉络之长。而

更深刻的思考、更广泛的联系、更长久的回溯，不正是我们历史

教学所追求的吗？习主席这种“纵横捭阖”讲故事的方法，值得

每位历史老师认真学习、借鉴。我这回尝试着把分别体现深、广、

长的故事“组合”在一起说，也是想起到融会贯通、加深印象的

效果。仔细想来，我国纪传体史书把同类的人物合为一传；当代

各成熟的学科几乎都有“比较某某”（如比较史学、比较文学、

比较经济学等），无不是在主动运用综合、比较的思维，以加深

对研究对象的认知。

当然，仅仅借鉴方法是不够的。“纵横捭阖”的背后，是深

厚坚实的基础。作为历史教师，唯有苦练内功，方能把要传授的

知识有机结合，转化为生动、精彩的故事。

三、故事要讲得文采斐然、生动形象

“文采斐然”即是要努力提升故事的文学性与文化含金量。

文学并不是用来装点门面或“摆谱”“拿范儿”的事，恰恰相反，

正因为文学是打动人心的、让人铭记的，我们才将其列为追求的

目标。正所谓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尤其对于初高中生，他们正

处于心思敏感细腻的年纪，更容易被文采斐然的词句打动，多多

地借用文学手段，其实也是在运用“接受美学”。

习主席在《文学中国》一文中说他到岳阳楼心中就涌起“长

烟一空，皓月千里……”等名句，到湘西便想起沈从文的《边城》

《萧萧》，这些都是文学在人心中留下深深印痕的明证。其实不

光是这些描绘美景风光与淳厚民俗的文学作品可兹利用，《出师表》

《报任少卿书》《滕王阁序》《兰亭集序》《过秦论》《六国论》

这一系列或慷慨激昂或深情款款的名篇，在讲述相关的故事时，

如果能恰当地借用其中感人至深的名句，效果将是白开水式的叙

述的百倍。而且，还可实现历史教学与语文教学的有机互动，让

学生在学习历史的同时巩固了语文，尤其是文言文方面的知识，

一举两得。

此外，这里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活用我国丰富、璀璨的

文学资源，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树立他们的文化自信。而这，正

是一切人文教学所追求的、在最基础的“知识”与高一级的“观

点”之上的、更高层次的——“思想”。让学生成为“知道分子”

或者单纯的“知识分子”，是远远不够的，教育，要让被教育者

成为有正确思想、健全理性、高尚审美的人。从这个角度看，“文

采斐然”的意义不可小觑。

除了恰当、适时地“调取”现有的文学资源，我们还需要运

用文学中用到的各种手法，让自己的故事“生动形象”。《习近

平讲故事》里有篇《牛顿力学》，堪称绝妙，竟然能将国与国之

间的关系严丝合缝、恰到好处地套进“牛顿力学三定律”之中：

两国的友好历史是“惯性”，合作项目是“加速度”，要减少两

国间差异带来的“反作用力”。这一譬喻构思新颖、巧妙，让人

过目不忘。相应地，这其中跨学科的功力，也非一日之功。这提

醒我们，学不可以已，而且不要在学习上自我设限，任何领域的

学习，都有可能反哺自己的主业。恰如习近平主席在《地瓜理论》

一文中提出的：“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为的是汲取更多

的阳光、雨露和养分，但它的块茎始终是在根基部，藤蔓的延伸

扩张最终为的是块茎能长得更加粗壮硕大。”

四、结语

此次学习《习近平讲故事》，受益匪浅。树立文化自信，从

讲好中国故事开始。讲好中国故事，从自己做起。作为一名人民

教师，我将有意识地将“讲故事”的思维、方法、技巧灵活化用

到自己的教学实践之中，更好地完善自己的课堂教学。当然，教

育的目的还是在于让学生更扎实地掌握知识，学会正确的思维路

径，讲故事作为手段，不能喧宾夺主。要始终保持清醒的目的意识，

不忘初心，努力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