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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路”精神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的实
践探索
张佩佩

重庆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4100

摘  要 ：“两路”精神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是思政教育立德树人的要求，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堂创新的需要；

遵循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历史和现实相结合、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以及紧贴教材、紧贴学生、紧贴课堂的三贴近等原则；

实践路径遵循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模式。有效融入可以探索传承革命精神的有限路径，让革命精神的传承具有长效性、时

效性、可操作性；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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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融入的重要性
“两路”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团结奋

进的历史征程中凝聚而成的精神成果，是中华民族宝贵

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因此，“两路”精神是育人的优质资源。把“两路”

精神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有利于思政教育立

德树人目标的实现，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堂创

新的需要。

1.1“两路”精神是育人的优质资源
在高校进行历史和历史观的教育非常重要，特别是

中国近现代史是一部中国人民的奋斗史、探索史，是育

人的优质资源，是思政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高

校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但是历史又非常宏大，

需要一些载体承担思政育人的功能，而作为红色资源的

“两路”精神就是较好的连接点。

（1）“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历史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根基，是其安身立命的基

础。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我们的珍贵宝库。

历史真实地记录了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兴衰的进程，

是国家和民族的共同记忆，是前进的动力、发展的基础。

学习历史才能审视过去、理解当下、更好地走向未来。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牢记本源、才能走地更远。因此，

学习中国历史，可以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而中国近现代史是中国人民反抗、奋斗、探索的光辉历程，

是进行思政教育的重要资源；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更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们历来有重视历史学习的传统。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 :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将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

推向前进的必修课”。[1]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们党历来重视党

史学习教育，注重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

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

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

因此，学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

的历史，特别是其中蕴含的优良传统、革命精神等，能

增强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感，能起到凝聚人心、塑造价值

的作用。

（2）“两路”精神是营养剂

马克思主义指出，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又反作用于

物质，精神可以转换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巨大

力量。“两路”精神是营养剂，是高校培养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资源，能成为推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两路”精神是营养剂。“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

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学习多重温，心中会

增添许多正能量。”[2]“两路”精神的产生是历史的，

但是她的意义是现实的、时代的。“两路”精神是中国

共产党带领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建

设和开展改革开放光辉历程的体现，是 60多年来筑路大

军和养护人员用青春、汗水和鲜血浇灌而成的，内涵丰富，

是历史传统、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体现，是中华民族

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

精神支柱、力量源泉，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

前发展的强大动力。

“两路”精神是高校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的优质资源。 “两路”精神蕴含着革命英雄主

义，两路的修筑和养护中，诞生了很多英雄，英雄的故

事一直流传在“两路”沿线和青藏高原之上，流淌在历

史的长河中，铭记在人民的心里，英雄的精神值得传承。

筑路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祖国的国防安全和

西藏人民的解放而努力筑路，以极大的热情完成新民主

主义革命任务进而建设新中国，可以体现出中国共产党

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有力地回击历史虚无主义。把“两

路”精神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让大学生深刻领

悟“两路”精神的历史渊源、实质、内涵和时代价值，

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培养时代新人有重要的意义，是

思政教育保持鲜红底色的重要体现。

总之，“两路”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团

结奋进的历史进程中凝聚而成的精神成果，其内涵极为

丰富，包含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艰苦奋斗忠诚尽责精神、

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军民团结互助精神等，在新

时代仍然具有巨大的感召力，是高校思政课育人的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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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1.2《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堂创新的需要
高校要实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育教学目标，

培养学生正确的历史观、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使

思政课真正做到入脑、入心，必须要进行课堂创新。结

合特色资源融入思政课也是创新的需要。

“思政课建设要向改革创新要活力”。传统的以教

师为主体的讲授方式导致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参与度

不够，影响到教育教学效果。为了更好地提升思政教育

的效果，就需要进行课堂创新。创新的方式有多种。第

一，从内容上，可以把红色资源融入课堂，开展有针对

性的国史国情教育；第二，可以从形式上探索更多地调

动学生主动性和积极性的方法，把线上和线下相结合，

把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创新才能提高学生的“抬

头率”“点头率”。

“两路”修筑和“两路”精神形成的过程中，有大

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公路本身、英雄的故事、传唱的歌谣、

众多的烈士墓、各种筑路旧址等，都是进行思想政治教

育的生动教材。如此生动的教材，可见可触，可知可感，

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能使得该课更好地“讲好”“讲

活”、达到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的效果，比单纯的说

教效果要好很多。

2 融入的实践路径
“两路”精神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实践路

径为线上和线下相结合。“互联网 +教育”是目前教育

信息化的重要形式；“互联网 +”为高校探索改革模式

提供了有利的契机。互联网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运

用课堂与网络的结合，能更有效地实现课程内容上的延

展，更符合 90、00后大学生的需求，及时有效地引导学

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学生对国

家和民族认同感。“两路”精神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课程的实践路径，遵循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实现

线上和线下有机衔接，注重知识的传授、能力的培养和

价值塑造连贯性的要求。

2.1线上路径
一是建设影像资源库。创建包括影像资料和图片资

料等的资源库。“两路”从修筑到养护的 60多年间，保

留下众多宝贵的影像资料，诸如《庆祝“两路”通车》

视频、《1950年 3月十八军在乐山举行进军西藏誓师大

会》等珍贵影像资料。为了弘扬和讴歌“两路”人修筑

和养护的艰难历程也有影视作品的产生，比如电视剧《天

路》等；还有众多介绍“两路”精神及新时代传承“两路”

精神的视频短片，比如《传承两路精神，铸就高原彩虹》、

《传承两路精神，践行新的使命》等。建立一个图片和

影视资源的资源库，学生可以直接在线上进行浏览学习，

非常直观、生动地了解“两路”和“两路”精神，了解

中国近现代史。

二是建立案例资源库。案例分析是教学的重要方式

之一。建立一个案例资源库，可以用于学生自学基础上

实现翻转课堂，也可以在细化历史细节的基础上让学生

增强对中国近现代史的体验感和亲近感。比如号称“天

下第一道班”的 109道班，坚守在海拔 5231米的唐古拉

山口，在高寒缺氧的环境中担负着世界上海拔最高公路

的养护任务。“雪山铁人”养路工陈德华在海拔 4889米

的川藏路雀儿山五道班长期坚守，成为雀儿山上的活路

标，践行着“我就是死了，也要化成个路标，戳在这山上”

的铮铮誓言。还有筑路烈士张福林的故事、高原上的戍

边人岗巴营的故事等，都是感人至深的生动案例。通过

这些案例，让学生在细节中感受“两路”和“两路”精神，

实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价值引领的作用。

三是 AR技术重走“两路”。因为“两路”路程长、

地质环境复杂、地质灾害频发、气候环境不稳定等安全

因素，再加上经费问题等，所以不可能让学生通过真的

重走“两路”体会历史的辉宏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取得的公路建设的奇迹和壮举。要想解决这些问

题，又可以实现路径和模式大范围复制和长期运行，可

以大规模展开的就是线上的参观学习。通过 AR技术呈现

“两路”的艰险，体会“两路”人的艰苦奋斗；用技术

呈现“两路”的运输状况，体会“两路”及“两路”精

神的时代价值等；统通过虚拟仿真平台，学生可以进行

实践活动，包括宣讲“两路”精神、助推乡村振兴、推

动红色旅游等。

2.2线下路径
（1）依托平台 :

建设实践基地。学校可以联系“两路”沿线地区，

建立实践基地，做“两路”精神的宣讲和传承，助力“两

路”沿线乡村振兴等。依托实践基地进行实践活动，学

生不仅宣讲“两路”精神，还传承“两路”精神，助力“两

路”成为民族团结之路、文明进步之路、共同富裕之路，

学生的能力也得到极大提高，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课中乡村振兴、脱贫攻坚部分的内容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建立“两路”精神的科研平台，实现知识性和学理

性的统一。师生依托科研平台可以深入“两路”沿线调研，

发掘、搜集、整理“两路”相关的资料，申报相关项目、

撰写论文等进行学术研究，深入研究“两路”精神，传承“两

路”精神。学术研究的成果可以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课堂教学，增强课堂内容的学理性；学生也可以参与相

应的研究活动，感知历史、提升能力。

（2）课堂参与方式：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堂组织学生拍摄“两路”

及“两路”精神相关剧目，情景再现，深入沉浸在历史

事件和人物之中。情景剧可以再现西藏解放、“两路”

修筑、“两路”养护等历史场景，在故事中展现和深入

理解“两路”精神，了解中国近现代史。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堂组织学生撰写小论文，

对“两路”精神进行学理分析，深入分析“两路”精神

的产生背景、丰富内容、深刻特质、时代价值等，从“两

路”及“两路”精神为切入点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民

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理解革命精神、

优良传统、中国精神对民族复兴伟业的推动等。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堂举办知识竞赛，在趣味

性学习过程中领会“两路”精神、传承“两路”精神，

了解“两路”及中国近现代史的知识。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堂举办专题演讲，请“两路”

沿线的学生现身说法，通过“两路”修筑后家乡的变化

讲述“两路”对家乡的影响、当地人对于“两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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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和传承等。

3 融入的意义
把“两路”精神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可

以探索传承革命精神的有限路径，让革命精神的传承具

有长效性、时效性、可操作性；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的效果，培养能继承和传承优秀革命精神的合格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两路”精神所蕴含的

艰苦奋斗的品格、勇于牺牲的精神、忠于职守的操守等

给人们带来强烈震撼的同时，也滋润了心灵，使人们不

仅了解中国革命和建设艰难而辉煌的历史和感人事迹，

更获得心灵境界的提升。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中

融入相关内容，可以增强课程的感染力、渗透力、针对性、

实效性、感召力，更好地实现思政课的政治引导、价值

塑造的功能，让红色基因渗进血液、浸入心扉，引导大

学生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 ,把个人发展与祖国前途联系起来，把小我融入

祖国大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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