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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兵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路径探究

——以
“

中 国近现代史纲要
”

课程为例

刁 成 林 ， 邱铁鑫

（ 西 南 交通大 学 马 克思 主义 学院 ，
四 川 成都 ６ １ １７ ５６）

摘 要 ： 在 解放 战 争及 社会主 义建设 中逐 渐形 成 发展 的 铁道 兵精 神 拥 有 丰 富 的 内 涵 。 以

铁道兵 相 关文献 资料 为 依据 ， 可将其 概 括为
“

敢 于牺 牲 、 勇 于奉 献 的 爱 国精 神
”“

艰 苦奋 斗 、志 在

四 方 的 创 业精神
” “

攻 坚克难 、迎 难 而 上 的 拼搏 精 神
”“

与 时 俱进 、 锐 意进取 的 开 拓精 神
”

。 铁道

兵 精神 是 中 华 民 族 宝贵 的精 神 财 富 ， 也是 对大 学 生进 行 思 想政 治 教 育 的 好 素材 。 通 过故 事教

学 法 、 多 媒 体教 学 法 、参 与 式 教 学 法 、 实 践教 学 法 等路径将
“

铁道兵精 神
”

融 入
“

中 国 近现代 史 纲

要
”

课 ， 对 于培养 当 代大 学 生 爱 国 主义 的 情 怀 、 无私奉 献 的 精 神 、 坚 忍 不拔 的 品 质 等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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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兵是一支在 战火 中诞生 、 筑路 中成长 的

铁道工程技术部队 。 这支部队为 中 国人 民解放事

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 了重大贡献 ，形成 了

内涵丰富的铁道兵精神 。 铁道兵精神是中 国精神

的重要组成部分 ， 也是 中华 民族精 神在 特定历史

时期的升华 。 将铁道兵精神融人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 ，有利于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的针对

性和实效性 ，对于培养 当代大学生 爱国 主义 的情

怀
、无私奉献 的精神 、坚忍不拔的品质等也具有重

要意义 。

一

、铁道兵精神的形成

铁道兵精神孕育于解放战争时期 。 １９ ４８ 年 ７

月 ， 为适应大规模作 战需要 ，铁道 兵部队应运而

生 。 在
“
一切为 了前线胜利

”

的 口号鼓舞下 ，铁道

兵部队坚决贯彻落实
“

解放军打到哪里 ，铁路就修

复到 哪里
”

的 战斗要求 ， 完成 了 战 时铁路抢修任

务 。 为人 民解放军顺利渡江南下 ，进军西北 ，解放

全中 国提供了铁路运输保 障 ，并且为解放战争 的

最后胜利和战后全国经济 的恢复和发展 ，作 出 了

重大贡献 。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铁道兵部 队继续发扬

革命战争时期 的精神 ，先后建成 了诸如河西走廊

的包兰铁路 ，高寒林区 的嫩林铁路 ， 穿越
“

地质博

物馆
”

的贵昆 、成昆铁路 ，联接三线的襄渝铁路 ，穿

越天山 的南疆铁路 ，雪 山高原的青藏铁路 ，长城脚

下 的京通铁路 ，太行山麓的京原铁路 ，运煤通道兖

石铁路等重要铁路干支线 ，被人民群众赞誉为
“

铁

路建设的 突击队
”

。 此外 ， 在北京地铁 、引 滦入津

和其他一些铁路工程 、 国防战备工程 、外委工程和

抢险救灾等特殊工程方面 ，也都 留下 了铁道兵 战

士的足迹 ，洒下了铁道兵战士的血汗 。
据统计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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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到 ８ ０ 年代初 ，铁道兵为 国家建设

铁路干线 、支线 ５２ 条 ， 共计 １ ２５９３ 公里 ， 约 占这

一时期全国 新建铁 路总数 的 三 分之
一 ｎ］

。 １ ９８４

年 １ 月 １ 日 ，铁道兵并人铁道部后 ，又 以改革 为动

力 ，勇 闯市场 ，开拓进取 ，实现 了兵改工 的伟大历

史转变 。

铁道兵在建制 的 ３ ５ 年中 ，这支光荣的部 队在

战时担负抢修 、抢建铁路和公路的战斗 任务 ，是实

施铁路保障的骨干力 童 。 新 中 国 成立后 ，他们又

成为社会主义建设 的生 力 军 ，参加 了 国 民经济恢

复 时期 和 国 家第
一

至第六个五年计划 的 铁路建

设 ，此外 ，还在 国 防工程施工 、抗洪抢险 、抗震救灾

等特殊建设工程 中 建功立业 。 即使在
“

文化大革

命
”

期 间 ，铁道兵 队伍也没有停止过修路架桥 的工

作任 务 ， 日 以继夜地奋斗 在崇 山 峻岭 中 ， 报效 国

家 ，造福人 民 ，创造了不可磨灭 的历史功绩 。

短 短 ３ ５ 年 ，不 仅涌 现 出 以
“

登髙 英雄
”

杨连

第 、

“

硬骨头战士
”张春玉 、

“

雷锋式的好干部
”

梁忠

孟等为代表的一批英雄模范人物 ，以及 以
“

杨连第

连
”“

抗洪抢 险模范连
” “

唐山 抗震救灾抢修突 击

连
”

等为代表的一批先进集体 ；更有千千万万默默

奉献的铁道兵英雄 ，他们不计个人得失 ，在平凡工

作岗位上奉献着 自 己 的
一切 ， 为 了祖国 和 人 民献

出 了 自 己宝贵的生命 。

伴随着这支部队 的诞生以及在 国家经济建设

中 的发展 ，逐渐形成 了 内 涵丰富 、 意义重大的铁道

兵精神 ，激励着一代代铁路建设者不断奋进 ，也为

当 下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 了 丰富的教学

素材 。

二
、铁道兵精神的内 涵

伟大的事业孕育伟大的 精神 ， 伟大的精神 成

就伟大的事业 。 铁道兵波澜壮 阔的 战 斗历程 ，培

育和造就了 伟大 的铁 道兵精神 。 １ ９ ７８ 年 ７ 月 ５

日 ，在纪念铁道兵成立 ３０ 周年大会上 ，时任军委

副主席的叶剑英元帅挥毫题词 ：

“

逢山凿路 、遇 水

架桥 ， 铁道兵前无险阻 ；风餐露宿 、沐雨栉风 ， 铁道

兵前无困难 。

”
［
２

］这是对铁道兵精神 高度形象 的概

括 。 综观铁道兵从
一

支工程技术部 队到改革 成为

企业走 向市场的 历史 ， 笔者尝试 以掌握 的铁道兵

文献资料为依据 ， 进一步挖掘铁道兵精神 的丰 富

意蕴和时代特征 ，将铁道兵精神 的内 涵总结如下 。

（
一

） 敢于 牺牲 、 勇 于 奉 献 的 爱 国 精 神

爱 国精神是 中 华 民族精神 的核心 。 敢于牺

牲 、 勇 于奉献 的 爱国精 神是铁道兵精 神 的 内 核 。

作为
一

支在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的历史进程

中诞生的工程技 术部 队 ，铁道兵一经组建便投入

到 了祖国 的解放事业 中 。 在解放战争 中 ，铁道兵

战士 冒 着敌机轰 炸 的危 险 ， 以
“

多扛 一根枕木 ， 多

打
一

颗道钉 ，就是多 消 灭
一

个敌人
”

为信念 ， 夜 以

继 日 赶修线路 ，保 障战时铁路运输
ｗ

。 在朝鲜战

场 ，铁道兵战士在枪林弹雨 中坚持随炸随修 ，舍生

忘死 ，前仆后继 。 战士袁孝文在双腿被炸断后 ，仍

然咬紧 牙关爬行 ３００ 多米 ，设置响墩 ，保证军用列

车安全 ；
共产党员刘欣然在一只胳膊被炸断后 ，仍

带领战士们坚持抢修 ；战士夏海涛 负 了伤 ， 土埋了

半截身子 ，仍 紧抓住拉钢梁 的绳 子不 放
［
３
］

。 这些

英勇 的铁道兵战士 ，正是在爱 国主义信念的 支持

下 ，创造 了
一

条
“

打不烂 、炸不断的 钢铁运输 线
”

。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铁道兵战士更是秉持
“

舍小

家 ，为大家
”

的情怀 ，穿梭于西南群山中 、鏖战在 巴

山蜀水间 、挥师人髙寒禁区里 ，毫无怨言地将 自 己

的青春和热血无私奉献给 了新 中 国的铁路建设事

业 。 仅据抗美援朝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两个时期

的统计 ，这支部队就有 ６６ １ ５ 人英勇牺牲 ， ４ ９９８７

人光荣 负 伤
ｗ

。

（二 ） 艰苦奋 斗 、 志在 四 方 的创 业 ．精 神

艰苦奋斗是铁道兵精神 的具体表征之
一

，也

是铁道兵部 队最重要 的特征 。 铁道兵在 ３ ５ 年 的

奋斗历程中 ，无论承担什么样 的工程 ，铁道兵战士

都任劳任怨 、勤奋工作 》 不管生活 多么艰苦 ，他们

都勇往 直前 、 争创
一

流 。 对此 ，
１ ９６６ 年 ２ 月 １ ６

日 ，周恩来总理在 与铁道兵党委常委成员谈话时 ，

就曾 高度赞扬 了铁道兵发扬解放军光荣传统 ， 传

承艰苦奋斗 、勤俭修路的革命精神 ［
５

］

。 志在 四方

是铁道兵战士心 中 崇髙伟大 的愿景 ，也是铁道兵

精神的 重要表征 。 面对艰 巨 而繁重的 筑路任务 ，

广大铁道兵战士秉承
“

哪里需 要去哪里
”
的 志气 ，

敢于挑战 、 勇挑重担 ， 足迹 踏遍大江南北 ， 在 中 国

的版图 上铺就 出 四通八 达 的钢铁经纬线 ， 不断开

创伟大 的建设事业 。 正如歌曲 《铁道兵志在四方 》

中所唱 到 的
“

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 地方
”

， 要让
“

锦 绣河 山织上铁路网
”

。

（ 三 ） 攻 坚 克难 、 迎难 而 上 的 拼搏精 神

攻坚克难 、迎难而上是铁道兵部 队战胜 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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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险 ，胜利完成各项工程任务 的精神真髓 。 在 中

国革命和建设时期 ， 由 于物质 匮乏 、装备陈 旧 、技

术落后等条件的制约 ，想要在幅员辽 阔 、地貌复杂

的 中 国大地大规模修建铁路 ， 其工程建设难度之

大 ，挑战之多 ， 任务之重 ， 可想而知 。 但铁道兵部

队秉承攻坚克难 、 迎难而上 的 精神真髓 ，不 畏艰

难 ，砥砺前行 ， 硬是在中国大地筑成了
一条条钢铁

长龙 。 在修建成昆铁路时 ， 面对复杂艰 巨 的 工程

任务 ，铁道兵战士喊 出 了
“

天高我敢攀 ，地厚我敢

钻 ，险 山恶水听调遣 ， 英雄面前无难关
”

的豪迈誓

言 ，在所谓
“

不能修路
”

的西南
“

禁区
”

成功地铺上

了钢铁大道 ［
６
］

。 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 ， 从东北大

小兴安岭 到 海南 岛 ， 从东 海之滨到 云 贵 、青 藏高

原 ，从长城 内外到天山南北 ，到处都留下 了铁道兵

战士的足迹 ，洒下了铁道兵战士的汗水 。

（ 四 ） 与 时俱进 、锐 意进取 的 开拓 精神

任何
一个时代都需要与 时俱进 、锐意进取的

开拓精神 。 铁道兵 ，这支从战场上诞生 的工程技

术部队 ，之所以能够在改革 的 浪潮 中成功实现改

制 ，并在竞争激流 中不断向前 ，就是因为铁道兵具

有 与时俱进 、 锐意进取 的开拓精神 。 这一精神是

铁道兵精神的本质 。
１ ９８ 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 ， 国务 院 、

中 央军委颁发 《关于铁道兵并人铁道部 的决定 》 ，

做 出将铁道兵机关 、部队 、 院校等并入铁道部 的决

定 ［ ，
］

。 改制后 ，这支建筑队伍与时俱进 ， 以改革为

动力 ， 以市场为导向 ，大胆革新 ，锐意进取 ，深化企

业改革 ，大力进行科技攻关 ，不断提升 自 身竞争能

力 和施工能力 ，实现了 由 军 队生产型 向企业生产

经 营型 ， 由单
一

修铁路向 开拓多领域施工 ， 由 劳动

密集向 管理型 、 智 力 密集型等 多方面 的 转变
［ °

。

秉持这
一

与时倶进 、锐意进取的开拓精神 ，铁道兵

部 队在兵转工后 ，保持和发挥 自 身特色和优势 ，再

创 新业 ， 助 力 我 国 铁路建设 和其 他建设 事业 的

发展 。

回顾历史 ，英勇 的铁道兵部队之所 以能够经

得住革命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时期各种艰难险阻

和复杂情况的严峻考验 ， 伴随着 中 国革命 、建设 、

改革事业的胜利不断成长和 发展 ， 离不开铁道兵

精神的支撑 。
时至今 日 ，虽然铁道兵 已 在解放军

序列 中消 失 ，但铁道兵精神仍赓续绵延 ， 相继培育

出 了
“

大秦精神
”“

青藏铁路精神
” “

高铁工人精神
”

等等 ， 为铁道兵精神注人了新的 时代内涵 ，也为培

养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提供了强大的精

神动力 。

三 、铁道兵精神 融入
＂

中 国近现代史纲

要
”

课 的可行性

铁道兵在解放战争时期诞生 ，在社会主义建

设时期成长 ， 又在改革开放时期完成了转型 ，它所

形成的精神 内涵与
“

中 国近现代史纲要
”

（ 以 下简

称
“

纲要
”

）课所传授的价值观念有着十分 紧密 的

联系 。 无数铁道兵用汗水 和生命铸就的
“

铁道兵

精神
”

，是中华民族宝贵的 精神财 富 ，也是 当下对

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好素材 。 因此 ，将
“

铁

道兵精神
”

融人
“

纲 要
”

课 的 教学 ， 具有一 定的可

能性 。

（
一

） 从
“

纲 要
”

课 设 置 的 性 质 与 功 能

来看

一方面 ，

“

纲要
”

课是一 门思想政治理论课 ，是

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

的主渠道 ；另一方面 ，它又具有历史课的属性和特

点 ，是一门从历史教育的维度 ，承担着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功能的课程 。

“

纲要
”

课设置的主要 目标

之一 ，就是为新时代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

合格建设 者和 可靠接班人 。 将铁 道兵精神融 入
“

纲要
”

课堂 ，就是要发挥其育人功能的作用 ，通过

讲述铁道兵的辉煌历程 ，宣扬铁道兵精神 ， 实现对

广大青年学生的爱 国主义教育 、集体主义教育 以

及社会主义教育等 。

战争年代 ，铁道兵发扬敢 于牺牲 、 勇于奉献的

爱 国精神 ，胜利地完成 了铁路抢修 、 抢建任务 ，有

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 。 社会主义建设时 ，铁道兵

部队无论面对任何任务及工作环境 ， 都秉持艰苦

奋斗 、 志在 四方的精神 ，在技术上攻坚克难 、迎难

而上 ，不断创立新的 历史功勋 。 这集 中体现 了我

们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奋斗 、发展历

程 。 习近平同志指 出 ：

“

要认真学习党史 、 国史 ，知

史爱党 ，知史爱国 。

”

把铁道兵精神融人
“

纲要
”

课

的教学中 ，可 以让学生在鲜活的历史 素材 中知史

爱党 、知史爱 国 ，进而发挥
“

纲要
”

课的育人功能 。

（ 二 ） 从
“

纲 要
”

课 的 目 标 和 宗 旨 来看

通过该课程的教学 ，使大学生正确 认识近现

代中 国社会发展的历 史和 中 国共产党人在革命 、

建设 、改革的 历史进程所做 出 的历史贡献 ，从而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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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生 了解国史 、 国情 ，深刻领悟历史和人民是怎

样选 了 马克思主义 ，选择了 中 国共产党 ，选择 了社

会主义道路 ，选择了 改革 开放 。 铁道兵精神在铁

道兵部队经历解放战争 、 社会主义建设和 改革开

放中形成 ，并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丰富 、发展 。 因

此 ，将铁道兵精神融人
“

纲要
”

课 ，就是用 真实 的历

史事实及其史料依据 向学生阐释历史和人民选择

的正确性和必然性 。 此外 ， 向 学生讲授铁道兵的

历史故事 ，也有助于 引 导学生树立正确 的历史观 、

民族观 、 国家观 、 文化观 。 正 如 习近平 同 志所 言 ：

“

把历史智 慧告诉人们 ，激发我们的 民族 自豪感和

自 信心 ，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 、实现中 国梦 的信

心和决心，

（ 三 ） 从
“

纲 要
”

课 的 内 容设 置来看

它不同于一般的历 史课 ， 不可能也没 有必要

对 中 国近现代史各方 面都去作详尽地叙述 和论

证 ， 而是围绕实现中华 民族的 伟大复兴这一主题

来进行内容设计和章节安排 。 铁道兵的历 史 ， 就

是 中 国 共产党领导 中 国人 民进行革命 、建设 、改革

历史的缩影 。 这支 队伍 的诞生 、 发展 、 改革历程正

好与
“

纲要
”

课教学 中 的
“

为新 中 国 而奋斗
” “

社会

主义基本制度在 中 国 的确立
”“

改革开放与现代化

建设新时期
”

等章节所要讲授 的 内 容相互贯通 。

因此 ，在铁道兵发展史 中积淀 的铁道兵精神 ，可 以

贯穿在
“

纲要
”

课教学 的 不同环节 ，增加教学 内 容

的丰 富性 、 趣味性 、 可听性 ，让 学生 在各 种感人的

铁道兵故事 中汲取精神的 力童 ， 从而增强 思政课

堂对学生 的吸 引 力 、感染力 ，从而更好地实现教学

目 标 ，提升教学质董 。

（ 四 ）从
“

纲 要
”

课 的 教 学 方 法 来看

同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
一样 ，

“

纲要
”课的 教

学也容易 出现
一个现实问题 ， 即课程

“

配方
”

比较

陈旧 ，

“

工艺
”

比较粗糙 ，

“

包装
”

不时 尚等 ， 造成内

容不适应学 生需要 ，抬头率不髙 。 而将铁道兵精

神融入
“

纲要
”

课堂 ，则会产生不一样的教学效果 。

把铁道兵精神融人
“

纲要
”

课教学 中 ，可 以 采取丰

富多彩 的教学方式 ， 如在课堂上播放 与铁道兵 相

关的影视 、音乐 、 文学作 品等 ， 将枯燥无趣的 内 容

以学生喜闻乐见的 方式进行讲授 ，有效发挥思政

课堂育人主渠 道作用 ； 也可 以在课后 开展形式多

样的实践教学活动 ， 如 对铁道兵老 战士进行 口 述

访谈 ， 参观铁道兵博物馆等 ， 让学生 回 到 历史现

场 ，透过铁道兵的历史去感受 中 国共产党领导 中

国人 民实现站起来 、 富起来 、强起来的历史进程 ，

从而提升思政教育的实效性 和亲和力 ， 提高学生

参与课堂教学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 真正做 到让思

政课入脑 、人耳 、
人心 。

四 、铁道兵精神 融入
＂

中 国近现代史纲

要
”

课的路径

（
一

） 故事教 学 法

故事教学法 ， 就是任课教师充分发挥课堂 主

渠道作用 ，在课堂上讲好铁道兵故事 ，讲好 中 国故

事 。 铁道兵功勋卓著的 ３５ 年历史 中 ，涌现出许多

感人肺腑的故事 ， 如铁道兵 打造钢铁运输线 的 故

事 、 参加西南 大会战 的故事 、 挥师大兴安 岭 的 故

事 ，挺进大西北的故 事等 。 将这些铁道兵传奇 的

历史故事恰 当地衔接教学课程 中 ，可 以丰 富教学

内容 。 比如 ，在讲授解放战争时 ， 可以讲授铁道兵

在
“
一切为 了前线胜 利

”

的 口 号鼓舞下 ， 抢修抢建

铁路的艰辛历程 ，让学生体会铁道兵精神 的历史

意义 ；在讲授社会主义建设这
一问题时 ，可 以 向学

生讲授铁道兵在艰苦工 作 、生活 环境 中涌现出 的

英雄模 范事例 ，让学 生深刻感受平凡工作 岗 位上

的不平 凡 ，传递榜样的力量 。

这种教学方式 ，就是通过选取典 型故事进 行

引 导式讲授 ， 让学生 听起来
“

如 临其境
” “

如 闻 其

声
” “

如 见其行
”

。 任课教师在生动故亊的讲授中 ，

引 起学生思想和情感共鸣 ，增加课堂的吸引 力 、感

召 力 ，力求能回 答学生
“

中国 为什 么能
” “

中 国共产

党为什么能
”

等中 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进而做到

习近平 总书记指 出 的 ：

“

讲好中 国 梦的故 事 ，讲好

中 国人的故事 ，讲好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故事 ，讲

好 中 国 和平发展的故事
”

［
７
］

。

（
二

） 多 媒体教 学 法

在
“

纲要
”

课教学 中运用 多媒体教学法 ，就是

通过图 片 、视频等辅助教学的 多媒体工具 ，让学生

在潜移默化 的影像 、 声音 中接受铁道兵精神 的熏

陶 ，从而使学生能 自 觉主动地继承和弘扬艰苦奋

斗 、甘于奉献 、吃苦耐劳 、积极进取 的铁道兵精神 。

例如 ，可 以播放
一段《永远的铁道兵 》纪录片 ，让学

生在动态 的历史影像 中 ， 感受铁道兵
“

逢 山 凿路 、

遇水架桥 ，铁道兵前无险阻 ；风餐露宿 、沐雨栉风 ，

铁道兵前无 困难
”

的革命精神 ，组织学生撰写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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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进一步体会铁道兵 精 神的伟 大力 量 ；也可 以

播放并组织学生传唱 《铁道 兵志在 四方 》这首铁

道兵们几 十年来 用生命和 鲜血谱写成 的 歌 曲 ，

让学生感受 雄壮 豪迈抒 情优美 的 旋律 ， 以 及满

腔热血无限忠诚 的 歌词 ， 引 导学 生领会
“

你要 问

我们哪里去呀 ，我们要 到祖 国 最 需要 的地 方 ，劈

高 山填大海 ， 锦 绣 山河织上那铁路 网
”

等歌词 的

深刻含义 。

通过 这 些 多 媒 体教 学 方 法 的 应 用 ， 达 到
“

图 、文 、声 、像
”

并茂 的效果 ，有 助 于提升
“

纲要
”

课教学的 生动性和 直观性 ，激发 学生 的兴趣 ， 使

无趣 的课本知识变得有感染力 和说服力 。

（ 三 ）参 与 式教 学 法

当代大学生的构成群体大部分是
“

９ ５
”

后 ，甚

至是
“

００
”

后 ，他们大多思想独立 ，强调主观感受和

自 我展示 ，排斥教条式的灌输和死板的教学模式 ，

习惯通过 自 身实践来接受知识 。 因此 ，在 尊重学

生个体差异 的情况下 ，通过参与式教学法 ， 可以让

学生在参与 中深人了解铁道兵 的辉煌历史 ，从而

使铁道兵精神更好与课堂教学相融合 ， 提升
“

纲

要
”

课的针对性和亲和力 。

一

方面 ，任课教 师可 以 提供
一些关于铁道兵

历史的文献素材和影视素 材等 ， 让学生从 中选取

一段铁道兵部队 的历史 ， 或选取几个典型 的铁道

兵故事 ，在课堂上进行讲述 。 并且鼓励学生提交

一份相关文献的读后感或 者观后感 ，从而更好地

了解学生对这一段历史掌握 的情况 。 另
一方面 ，

任课教师可以根据学生 的不同专业和群体特点 ，

进行不 同的参与式教学设计 。 针对理工科学生 ，

可以让他们结合 自 己 的专业知识 ，选取铁道兵 中

工程技术人员 的模范事迹进行宣讲 ，从而 了解铁

道兵部队是如何培养技术兵 ，成长 为
一

支战 斗 队

参考文献 ：

［ １ ］中 国 铁道建筑总公司 史志编 审委员 会 ． 中 国铁道建 筑

总公司 志 （ １９４ ８
—

 １９ ９５ ） ［ Ｍ］ ． 北京 ： 中 国 铁 道 出 版社 ，

１ ９９ ８ ： ４
，
７６

，
１ ０

．

［２ ］加速铁道 兵的 革命化现代化建设 铁道兵领 导机关 集

会纪念铁道兵成立三十 周年 ［ Ｎ］ ． 人 民 日 报 ，
１９ ７８

－

０ ７
－

０ ７ （ ０ １
）

．

［３ ］铁道 兵报社． 铁道 兵历史故事 ［Ｍ ］ ． 北 京 ：铁道兵报社

出 版社 ，
１ ９ ６４ ： １０

，２７
－

３３
．

［４ ］铁道 兵善后工作领导小组 ． 中 国人 民 解放军铁道兵简

伍和建设 队伍 。 针对情感充 沛 、善于表达 的学生

群体 ，可以让他们从身边选取
一两个 曾经 的铁道

兵战士作为访谈对象 ，进行深度的 口述史采访 ，将

整理好的访谈资料 以 口述史论文形式呈现 ，或排

演
一

部相关的历史情景剧 ，再现铁道兵的风采 。

（ 四 ） 实践教 学 法

“

纲要
”

课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

成部分 ，离不开实践教学活动 ，只有将课堂所讲理

论与 实际相结合 ，才能更好地发挥其育人的功能 。

与其他思政课相 比 ，

“

纲要
”

课注重从历史的脉络

和逻辑出 发来 阐明 中国近现代的基本 问题和相关

理论点 。 因 此 ，任课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 ，要注重结

合地方史 、讲述身边 故事为特色 的教 学实践 ，通

过丰富 的 教学 实践 活动 为学生 自 我 感知 、 自 我

认识 、 自 我教育提供 了 良 好 的体验环境 ， 调动 了

学生 的学 习 主 动性 和积极 性 ， 让学 生在实 践 中

对教师所讲授的 内 容产生思想上 的震撼 和心灵

上 的共鸣 。

例如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 约有 ３ ０ 多万铁道

兵部队参加 了成 昆 铁路建设大会战 ， 克服重重

险阻 ，变 天 堑 为通 途 ， 有 上 千 名 官 兵 为 此而 牺

牲 ， 在这条铁路许多车站旁 ， 仍 旧 竖立着这些铁

道烈士 的 墓碑 。
１ ９７ ０ 年 ７ 月 １ 日 ， 成昆铁路的

建成通车 ， 展现 了铁道 兵部 队过 硬 的施 工技术

水平 ，也彰显 了铁道兵艰苦奋 斗 、无私奉献等崇

高精神 。 这些历史遗存 为
“

纲要
”

课提供 了 丰 富

的教学素 材 ， 任课 教师 可 以 把教学课堂搬到 这

一历史现场去 ，筹划 、组织学生重走 当年的成 昆

线 ，让学 生亲身体会铁 道兵部 队修建这条铁路

的艰辛 ， 亲身感受铁 道兵 崇 高理想 和坚定信念

的 伟大力 量 ， 从而增强 广大青 年学生 在
“

纲要
”

课程学习 中 的获得感 。

史 ［Ｍ］ ． 北京 ：铁道兵 善后工作领导小组史料征集办公

室出 版 ，
１９ ８６

：
５ ．

［５］ 中国 人民 解放军历 史 资料丛 书编 审 委 员会 ． 铁道兵 ：

综 述 大 事 记 表 册 ［ Ｍ ］ ． 北 京 ：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

２０ ００
：

１ ５ ４
．

［６ ］英雄修 建成 昆路 万 水 千 山 只 等 闲 ［
Ｎ

］
． 人 民 日 报 ，

１
９７ ４

－

０ ３
－

２４ （０３ ） ．

［７ ］ 中共中 央宣传 部 ． 习 近平 总 书记 系 列 重 要讲话读本

［Ｍ ］ ． 北京 ：学 习 出版社 、人民 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６

：
２ １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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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ｉ ａｏＣｈｅｎｇｌ ｉｎ ，Ｑ ｉ ｕＴ ｉｅｘ ｉｎ

（ Ｓｃｈｏｏ ｌ ｏ ｆ Ｍａ ｒｘ ｉ ｓｍ
，
Ｓｏ ｕ ｔ ｈｗｅ ｓｔ Ｊ ｉ ａ ｏｔ ｏｎｇＵｎ ｉ

ｖｅ ｒｓｉ ｔ ｙ ， Ｃ ｈｅｎｇｄ ｕ ６ １ １ ７５ ６ ， Ｃｈ 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Ｔｈｅｒａ ｉ

ｌｗａｙｃ ｏｒｐ ｓｓｐ
ｉｒｉ ｔ ｆｏ ｒｍｅｄｉｎｔｈｅｌ

ｉ ｂ ｅｒａ ｔ ｉｏｎｗａｒａｎｄｓｏｃ ｉ ａｌ
ｉ ｓ ｔｃｏｎ ｓｔ ｒｕ ｃ ｔｉｏｎｈａｓｒｉ ｃｈ

ｃｏ ｎｎｏｔ ａｔ ｉｏｎ ｓ ．Ｉ ｔｃａｎｂｅｓｕｍｍａｒ ｉ ｚｅｄａｓ

“

ｔｈｅ
ｐａ ｔ ｒ ｉｏ ｔｉ ｃｓｐ

ｉ ｒ ｉ ｔｏｆ ｓａｃ ｒｉ ｆｉ ｃ ｅａ ｎｄｄｅｖｏｔ ｉｏｎ
”

，

“

ｔｈ ｅｅｎｔ ｅ ｒｐ ｒｉｓ ｉｎｇ

ｓ ｐ
ｉ ｒ ｉ ｔｏｆｈ ａｒｄｗｏｒ ｋａｎｄａｍｂ ｉｔ ｉｏｎｉｎａ ｌ ｌａ ｒｅ ａｓ

”

，

“
ｔｈｅｓｔ ｒｕｇｇｌ ｉｎｇｓｐ

ｉ ｒ ｉ ｔｏｆｏｖｅ ｒｃｏｍ ｉｎｇｄｉ ｆｆ ｉｃ ｕｌ ｔｉ ｅｓａｎｄ

ｍｅ ｅ ｔ ｉｎ ｇｄ ｉ ｆ ｆｉ ｃｕ ｌ ｔ ｉｅｓ

， ，

，ａｎｄ
Ｍ

ｔ ｈ ｅ
ｐｉｏｎ ｅｅｒ ｉ ｎｇｓ ｐ

ｉ ｒｉｔｏ ｆｋｅｅ ｐ
ｉｎｇｐ ａｃｅｗ ｉ ｔｈ ｔ ｉｍ ｅｓａｎｄｅｎｇａｇｅ ｉｎｅｘｐｌｏ ｉ ｔａ ｔ 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 ａ ｔ ｉｏｎ
”

．Ｔｈｉ ｓｓ ｐｉ ｒｉ ｔ ｉ ｓｔｈ ｅ
ｐ ｒｅ ｃｉｏ ｕｓｓｐ ｉｒ ｉ ｔ ｕａ ｌｗ ｅ ａｌ ｔｈｏｆ ｔ ｈｅＣｈ ｉ ｎｅｓｅｎａ ｔ ｉｏｎ ，ａｎｄｉ ｔ

＾

ｓａ
ｇｏｏｄｍ ａ？

ｔ ｅｒ ｉ ａ
ｌ
ｆｏ ｒｉ ｄｅｏ ｌｏｇ ｉｃ ａ ｌａｎｄｐｏｌ ｉ ｔｉ ｃ ａ ｌｅｄ ｕｃ ａ ｔ ｉｏｎｏｆ ｃｏ ｌ ｌｅｇ ｅｓ ｔ ｕｄ ｅｎ ｔ ｓ

．Ｔｈ ｒｏ ｕｇｈｍ ｅｔ ｈｏ ｄ ｓｓ ｕｃｈａｓｓｔｏｒ ｙｔ ｅａｃｈ
？

ｉ ｎｇ ，ｍｕｌ ｔ ｉｍｅ ｄｉ ａｔ ｅａ ｃｈ ｉ ｎｇ ，ｐ ａｒ ｔｉ ｃ ｉｐａ ｔｏ ｒｙｔｅ ａｃｈ
ｉ ｎｇａｎｄｐｒａ ｃｔ ｉ ｃａ ｌｔｅａｃｈ ｉ ｎ ｇ ，ｔ ｈｅｒａ ｉ ｌｗａｙｃｏｒｐｓｓ ｐ

ｉ ｒ ｉ ｔｉ ｓｉ ｎ
－

ｔ ｅｇ ｒａ ｔｅｄｉｎｔｏｔｈ ｅ

“

Ｏ ｕ ｔ ｌ ｉ ｎｅｏｆＭｏ ｄｅ ｒｎＣｈ ｉ ｎｅ ｓｅＨ ｉｓ ｔｏ ｒｙ

”

ｃ ｏｕ ｒｓｅ ， ｗｈ ｉ ｃｈｗ ｉ ｌ
ｌｂｅ ｏ ｆ

ｇ ｒｅ ａ ｔｓｉ

ｇｎ
ｉ ｆ ｉ ｃａｎ ｃｅ ｔｏ

ｃ ｕｌ ｔ ｉｖａ ｔｅｔｈｅ
ｐ ａｔ ｒ ｉｏｔ ｉ ｓｍ ，ｓ ｅ ｌ ｆｌｅ ｓ ｓｄ ｅｄ ｉｃ ａ ｔ ｉｏ ｎａ ｎｄｐｅ ｒｓ ｅｖ ｅｒａｎｃ ｅｏ ｆｃｏｎ ｔ ｅｍｐｏｒ ａｒ ｙｃｏｌ ｌｅ ｇｅｓ ｔｕｄｅｎ ｔｓ ．

Ｋ ｅ
ｙｗ

ｏｒｄｓ ： ｒａ ｉ
ｌｗａｙｃ

ｏ ｒｐｓｓ ｐ
ｉ ｒ ｉ ｔ ；ｉｄ ｅｏ ｌｏ ｇ

ｉ ｃ ａｌａｎ ｄ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ａ ｌｅｄｕ ｃａ ｔ ｉ ｏｎ ； ｉｎｔ ｅｇｒａ ｔ ｉ ｏｎｍｅ ｔｈｏｄ ｓ

（上接第 １ １ ０ Ｄ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Ｃｏｌ ｌｅｃｔ 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ｇ
ｏｆＤ ｉ

ｇ
ｉ ｔａｌＨ ｉｇ

ｈＦｉｄｅｌ ｉｔｙ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ｌ ｅｘＡｒｃｈｉ ｔｅｃｔｕｒ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

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ＳｔｏｎｅＡｒｃｈｗ ａｙ
ｏｆＬｏｎ

ｇｑｕａｎＴｅｍｐ ｌｅｉｎＭｏｕｎｔＷｎｔａ ｉ

ＷａｎｇＸ ｉ ａｏ ｆｅｎ
１

，Ｙ ｕａｎＰｅｎｇｊ
ｕ ｎ

２

，ＭａＬ ａｎ
１

，Ｚｈａｎｇ
Ｙ ｉ ｃｈｕ ｎ

３

（
１ ．Ｓｃｈｏｏ ｌ ｏ ｆＡ ｒｃ ｈ ｉ

ｔｅ ｃｔ ｕ ｒｅ ａ ｎｄＡｒ ｔ ，Ｓｈ ｉ

ｊ
ｉａ ｚｈ ｕａｎｇＴ ｉ ｅｄａ ｏＵｎ ｉｖ ｅｒｓｉ ｔ

ｙ ？Ｓｈ ｉ
ｊ

ｉ ａｚｈ ｕａｎｇ 
０５ ００ ４３

？Ｃｈ ｉｎａ ？

２
．
Ｓｈｉ

ｊ
ｉ ａ ｚｈｕａ ｎｇＱ ｉ ａｎｄ ｉａｎＴｅ ｃｈ ｎｏ ｌ ｏｇｙ Ｃｏ ．

Ｌ ｔｄ
． ｔ

Ｓｈ ｉ
ｊ

ｉ ａｚ ｈｕａｎｇ 
０ ５００４３ ＊Ｃｈ ｉ ｎａ

；

３ ．
Ｃｈ ｉｎａ Ｉｎ ｓｔ ｉ ｔｕｔｅ ｏｆＡ ｒ ｔｓ ａ ｎｄ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 

ｔＢｅ ｉ
ｊ

ｉｎｇ１ ０００００ ，Ｃ ｈ 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Ｔｈｅｄ ｉ ｇｉ ｔａ ｌ ｉ ｚａ ｔ ｉｏｎｏ ｆａ ｒｃｈｉ ｔ ｅｃｔ ｕ ｒａ ｌｈｅ ｒ ｉ ｔａｇｅｉ ｓｏｆｇｒｅａ ｔｓ ｉ ｇｎｉ ｆ ｉ ｃａｎｃｅｔｏ ｔｈ ｅｐ ｒｏｔ ｅｃ ｔ ｉｏｎａｎｄ

ｉｎｈｅｒ ｉ ｔ ａｎｃｅｏｆＣｈ ｉｎｅｓｅ ｅｘｃｅ ｌ ｌｅｎ ｔｔ ｒａｄ ｉ ｔ ｉｏｎａ ｌｃｕ ｌ ｔ ｕ ｒｅ．
３Ｄｈｉ ｇｈｆ ｉ ｄｅ ｌ ｉ ｔ

ｙ
ｉ ｎ ｆｏｒｍ ａ ｔ ｉ ｏｎｃｏ ｌ ｌ ｅｃ ｔ ｉｏｎａｎｄｓ ｉｍｕ ｌａ

？

ｔ ｉ
ｏｎｍｏ ｄｅ ｌ ｉ ｎｇａｒｅｔｈ ｅｉｍ ｐｏｒｔ ａｎ ｔ

ｐ ｒｅｍ ｉ ｓｅａｎｄｆｏｕ ｎｄａ ｔ ｉｏｎｆｏ ｒｉ ｔ ｓｄ ｉ ｇｉ ｔ ａ ｌ
ｉｚａ ｔ ｉｏｎ

ｐ ｒｏ ｔｅ ｃｔ ｉ ｏｎ ．Ｈ ｏｗｅｖｅ ｒ ， ｉｎ

ｔｈ ｅｐ ｒｏｃｅｓ ｓｏ ｆ
ｐ ｒａｃ ｔｉ ｃｅ ，ｔｈ ｅ ｒｅａ ｒｅｓｔ ｉ

ｌ ｌａｓｅ ｒ ｉ ｅｓｏ ｆ ｔ ｅｃ ｈｎ ｉ ｃａ ｌ
ｐ ｒｏｂ ｌ ｅｍ ｓｉ ｎ ｔ ｈ ｅｃｏ ｌ ｌ ｅ ｃｔ ｉｏｎａｎｄ

ｐ ｒｏｃ ｅｓ ｓ ｉｎ ｇ
ｏ ｆ

ａｌ ｌ

－

ｒｏｕ ｎｄｄａｔ ａｏ ｆｃｏｍ ｐｌｅｘａ ｒｃｈ ｉ ｔ ｅｃ ｔ ｕｒａ ｌｈ ｅｒ ｉｔ ａｇｅ ．Ｔｈ ｅｓ ｔｏ ｎｅａ ｒｃ ｈｗ ａｙｏ ｆＬｏ ｎｇｑｕ ａｎＴｅｍｐ ｌｅ ｉｎＭｏｕ ｎｔ

Ｗｕｔａ ｉｉ ｓａｃｏｍｐ ｌｅｘａｎｃ ｉ ｅｎ ｔｂ ｕｉ
ｌｄ ｉｎｇｗ

ｉ ｔｈ ｌ ａｒｇｅｓ ｉ ｚｅ ，ｃｏｍｐｌ ｅｘｓ ｈａｐｅａｎｄｍｕ ｌ ｔ ｉ

－

ｌａｙｅｒｏｐｅｎｗｏｒｋ ｃａｒｖｉｎｇ ．

Ｔｈｅｄ ｉｆ ｆｉ ｃｕ ｌｔｙ
ｏ ｆｄ ａ ｔａｃｏ ｌ ｌｅｃｔ ｉｏｎ ｉ ｓｔ ｈｅ ｉ ｎｄｕｓ ｔ ｒｙｐ ｒｏ ｂ ｌ ｅｍｔｈａ ｔｈａ ｓ

ｐ ｕｚｚ ｌ ｅｄｔｈ ｅ ｄ ｉ ｇ ｉ ｔｉ ｚａ ｔ ｉｏ ｎｏｆ ｔｈｉ ｓｋ ｉｎｄｏ ｆ

ａｒｃｈ ｉ ｔｅ ｃｔｕ ｒａ ｌｈ ｅｒ ｉ ｔａｇｅｆｏｒｍａｎｙｙ ｅａ ｒｓ
．
Ａ ｃ ｃｏｒ ｄ ｉ ｎｇｔ ｏｉ ｔ ｓｃｈ ａ ｒａｃ ｔ ｅ ｒ ｉｓ ｔ ｉ ｃｓ ，ｔｈ ｉ ｓ

ｐｒｏｊ
ｅｃ ｔｈａ ｓｄｅｖｅ ｌｏ ｐ ｅｄ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 ｉ ｃａ ｌｓ ｃｈｅｍｅｏ ｆｄ ａ ｔａ ｃｏ ｌ ｌ ｅｃ ｔ ｉｏｎ ，ｐｒｏ ｃｅ ｓｓ ｉ ｎｇ ，ｓ ｉｍｕ ｌ ａｔ ｉ ｏｎｍｏｄ ｅｌ
ｉｎｇ ，ｃｏｍｐ ｒｅｓ ｓｉｏｎｏｐ ｔ ｉｍ ｉｚａｔ ｉｏｎ ，ｅ ｔｃ ． ，

ａｎｄｐｒｏｐ ｏｓ ｅｄｔｈｅｃ ｏｍｐ ｌ ｅｘａｎ ｄｍｕ ｌ ｔ ｉ

－

ｌ ａｙｅｒｏ ｐｅｎｗｏ ｒｋｃａ ｒｖ ｉ ｎｇａｎｃ ｉ ｅｎ ｔｂ ｕｉ ｌｄ ｉｎｇｄｉｇｉ ｔ ａ ｌＴｈ ｅｔｈ ｅｏｒ ｙ ，

ｍｅ ｔｈｏｄ ，
ｋｅｙ

ｔ ｅ 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ａｎｄｓｔ ａｎｄ ａｒ ｄｏ ｆｄａ ｔａａ ｃ
ｑ
ｕ ｉ ｓｉ ｔ ｉｏ ｎａｎｄｐｒｏ ｃｅ ｓ ｓ ｉ ｎｇｐ ｒｏｖ ｉ ｄｅｕｓｅ ｆｕｌｒ ｅｆｅ ｒ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ｅ ｃｈｎ ｉ ｃａ ｌｓｕｐ ｐｏｒｔｆｏ ｒｔｈ ｅｄｉｇ ｉｔ ｉ ｚａ ｔ ｉ ｏｎｏ ｆ ｓｕｃｈ ｌ ａ ｒｇｅａｎｄｃ ｏｍｐ ｌ
ｅｘａｒｃｈ ｉ ｔｅｃ ｔｕ ｒａ ｌｈ ｅｒ ｉｔ ａｇｅ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 ｃ ｕｌ ｔｕ ｒａｌｈ ｅｒ ｉｔ ａｇｅｄ ｉｇ ｉｔ ｉ ｚａ ｔ ｉｏ ｎ ；Ｍｏ ｕｎ ｔＷ ｕ ｔ ａ ｉａ ｒｃｈ ｉ ｔｅｃ ｔｕｒａ ｌｈ ｅ ｒ ｉ ｔａｇｅ ；３ Ｄｈ ｉ

ｇｈｆ
ｉｄ ｅ ｌ

ｉｔｙ ｉｎ ？

ｆｏｒｍ ａ ｔ ｉ ｏｎｃｏ ｌ ｌｅｃ ｔ ｉｏ ｎ
；
３Ｄｓ ｉｍ ｕｌａ ｔ ｉｏｎｍｏｄｅ ｌ

ｉ ｎ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