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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讲好中国故事”不仅是做好舆论工作的内在要求，也是高校思政理论课做好学生思想宣传和

正确价值导向的重要路径。把握“讲好中国故事”的核心，是理论指引实践的关键。本文先概述“讲

好中国故事”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程的价值，再提出融入课程的有效路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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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ll China's stories well" is not only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public opinion work, but also an 

important path for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to promote students' ideological propaganda 

and correct value orientation. Grasping the core of "Tell China's stories well" is the key to theory guiding 

practice. This article first outlines the value of "Tell China's stories well"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n proposes an effective path strategy for integrating into the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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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9年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思

想政治理论课创新改革，要不断强化思

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

性。”同时，还在多个场合中谈到，要讲

好中国，将一个立体、真实、全面的中

国呈现在大众面前。高校思政理论课作

为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

“讲好中国故事”不单单是现代高校思

政教育的要求，也是拉近师生关系的现

实需求，因此有必要积极探索“讲好中

国故事”融入课程的路径方式。 

1“讲好中国故事”融入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程的价值所在 

1.1“讲好中国故事”是现代高校思

政教育的基本要求 

一方面，“讲好中国故事”有助于

落实思政课“立德树人”任务。在思政

课中“讲好中国故事”，以故事叙事的

方式向学生传递价值理念，不仅能把理

论知识和现实情境结合起来，而且选取

的内容也能契合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实

际需要，摆脱过去思政课抽象化的特

质，使思政课变得更具情感性特质。“讲

好中国故事”带给思政课的亲和力，能

助力高校思政课“立德树人”任务完成。

另一方面，“讲好中国故事”是高校面

临挑战的必然要求。随着我国步入新时

代，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精神生

活也愈发丰富，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与实际还存在一定差距，相比于经济

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仍有较长的一段路

要走。目前，国内社会存在着泛娱乐主

义、消费主义及功利主义等思想，这些

错误思想及论调会影响大学生正确意

识的形成，影响其三观。为此，要通过

“讲好中国故事”，来强化话语号召力，

引导大学生建立正确的思想、情感和理

论认同。 

1.2“讲好中国故事”是拉近师生关

系的现实需求 

正所谓“亲其师，方能信其道”，高

校思政理论教学中师生之间的关系会直

接影响学生对理论内容的认知、认同和

内化。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师生获得

信息的差异在迅速缩小，课程思政引起

强烈的反响和学生要求民主平等的师生

关系之间的矛盾使师生关系变得不和

谐。如今，大学生群体将互联网作为学

习生活的主要场所，其思想独立，追求

创新，教师如果照本宣科地给学生上思

政课，难免会影响学生的学习热情，使

课堂变得枯燥刻板。而“讲好中国故事”

是教师改革教学，拉近师生关系的重要

途径，通过这些中国历史文化、奋斗圆

梦、初心使命的故事，能为理论课程注

入“活水”，化抽象理论为生动直观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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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语言，从而逐步建立起师生之间民

主平等的关系。 

2“讲好中国故事”融入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程的路径策略 

2.1建设中国故事资料库，精选整合

中国故事素材 

“讲好中国故事”要更好地融入高

校思政理论课程，就必须建设好中国故

事资料库，这是一切的前提。教师在选

择中国故事的时候要把握好代表性、时

代性尺度。首先，选取有代表性的中国

故事。各个地区、高校、专业的学生对

中国故事有着不同的感受度，要实现

优教学效果，就需要教师依照学生所在

地区、专业和年级等特征来斟酌中国故

事中的人物身份、故事情节等， 后选

取的故事需有一定代表性，有普遍意义。

例如，以广西地区高校为例，可以选取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黄文秀的事迹给学生

分享。黄文秀是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

模，其平凡中见伟大的感人故事能体现

出共产党为民奉献和责任担当的执政理

念。讲好黄文秀的故事能诠释中国共产

党的初心使命，从而使学生能有更深地

感悟，深刻了解教学内容，产生情感共

鸣，坚定理想信念，愿意扎根基层为民

众服务。 

其次，选取有时代性的中国故事。

时代不断发展，学生的思想观念也在不

断变化，思政理论课需要积极创新，使

授课内容与时俱进。中国故事需融入课

程内容，所以选取的中国故事需紧跟时

代脚步，紧密联系学生生活实际，并符

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导向。有时代性的

中国故事能增强对学生的吸引力和说服

力。例如，在给学生讲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中的“敬业”故事时，可以选取新

冠疫情期间，广大医务工作者义无反顾

奔赴抗疫一线，日夜奋战抢救生命，还

有高校志愿者积极投入交通卡点、入户

排查、宣传防疫知识等工作中。这些“敬

业”故事中体现的精神能更好地打动学

生，使其感同身受。 

2.2创新多样教育教学载体，建立高

校思政话语体系 

“讲好中国故事”不能只通过高校

教师口头进行讲述，更应该融合多种教

学方法、应用多种载体工具来呈现中国

故事。首先，高校思政教师应创新中国

故事的呈现途径：①可以借助现代多媒

体教育技术来改变以往单一的文字或

口语叙述形式。教师可融合图画、声音、

视频，调动网络资源来丰富中国故事的

“骨肉”，从而使中国故事以动态化形

式呈现出来。如此能充分吸引学生注意

力，灵活思政理论课堂。②可以借助“腾

讯课堂”“翻转课堂”等学习平台，展

开互动式故事讲述。例如，《这就是中

国》在播出之后获得了如潮好评，30

岁以下受众观看人数达到60%以上，这

就是立足互联网平台讲好中国故事的

突出成效。③可以结合第一、第二课堂，

依托革命纪念博物馆、烈士陵园、名人

故居等开展现场教学，结合地方文化资

源、红色资源，将故事讲述空间延伸至

课外。带领学生参观革命旧址，讲述革

命先烈故事；带领学生调研新农村建

设，介绍脱贫攻坚先进故事；走访前沿

城市，讲述改革开放的巨变故事。学生

在真实的故事环境下，能有更深感悟，

并加强认同感。 

其次，高校思政教师应创新思政话

语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融入思政理

论课程，需要教师具备优秀的语言表达

能力。在叙述故事的时候，教师要注意

结合政治话语和大众话语，既不能脱离

政治性、价值性来讲述故事，又不能纯

粹进行理论讲解而使故事变得枯燥无

趣。教师在讲中国故事时，应做到“使

政治话语充分借鉴和吸收大众话语有

益内核与表现形式”，使故事接地气，

学生听得懂，也就能深刻体会其内涵，

从而达到潜移默化塑造正确思想价值

观的作用。 

3 结语 

总的来说，“讲好中国故事”融入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具有十分重要的价

值，其目标不单单是传递文化理论知识

和信息，更是为了让学生在故事中领会

中国精神、认识中国特色、感受中国力

量，从而坚定理想信念，树立爱国精神

和民族自豪感。通过建设中国故事资料

库、精选整合中国故事素材、创新多样

教育教学载体、建立高校思政话语体系

等路径策略，能推进“讲好中国故事”

融入思政课程，充分发挥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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