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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鼸 员麵使籲 传速追螢正能隱
——

中国梦融入 《文化生活 》 课程教学的意义和途径

□ 蔡 隆

一

、置身 《 文化 生活 》 领 略 中 国之 梦 二
、指 引 《文化生活 》 ， 感受 多 彩之梦

习 近平指 出 ：

“

中 国 梦 是 国 家 的 梦 、 民族 的 梦 ， 也是 中 国梦指 弓 《 文化生活 》课程 教学方 向 ，
可 以使 该课

包括广大青 年在 内 的 每 个 中 国 人 的 梦 。
只 有 把人 生理 程更加鲜活 更有吸引 力 ， 使学生在 学习 过 程 中敢 于拥有

想融人 国家 和 民 族的 事业 中 ， 才 能最 终成 就一 番事业 ， 梦想 、 追求梦想 ， 帮 助高 中 生树立正确 的
“

三观
”

， 激 励高

为实现 中 国 梦奉献智慧 和 力 量 。

”

因 此 ， 中 国 梦与 《 文化 中生 弘扬 以爱 国 主 义为核 心 的 民 族 精神 和 以 改革 创新

生活 》课程的 目标取 向 、本 质内 涵有 着 内在 契合性 。 为核 心 的 时代精 神 ， 凝 聚 高 中生 强大 的 青 春能量 ， 共 同

目 标取 向 契 合性
。 中 国 梦 蕴含 着 浓 厚 的

“

家 国 情 为 圆 中 国梦而努力 奋斗 。

怀
”

，折射着人们 内 心深处的
“

同 呼吸共命运 意识 ， 凝 聚 文化精神 生活指 引 人 生 开 启 中 国 梦 。 习 近平 指 出 ：

着
“

复兴 中华
”

的 探索与 奋斗 。 其 目 的 既要让 人们 共 同
“

中 国梦是全 国 各族人 民 的共 同 理想 ， 也 是青 年一 代应

享有人生 出彩 和梦想成真的 机会 ， 又把全 国人 民 更好地 该牢 固树立 的 远 大理 想 。

”

高 中 生需 要树 立一 种文 化精

凝结起来 ，形成心往
一

处想 、劲往一 处使 的 磅礴力 量 ， 共 神支撑 。 这种 文化 精神 只 有鲜 明 反映 高 中生 的理想 和

同投 身中 国 特 色社会 主义事业 中 ， 全面建 成小 康社会 ， 信念 ， 才能 为高 中 生所接 受 ， 而中 国 梦恰 恰具备 了 这方

最终实现 中 国梦 。
《 文化生活 》作 为高 中必 修课程 ， 其 主 面的特点 。 因此 ， 中 国梦指 引 了 《 文化 生活 》课程教学方

要 目标是 以邓 小平理论 、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 想和科学 发 向 ， 将开启 《文化生活 》课程 教学的 新篇章 ， 丰富 《 文化 生

展 观为指导 ， 帮助学生认识 中 国共 产党始终代 表 中 国 先 活 》课程 的理论研究 ，促 进高 中 思 想政 治学 科教学 的 发

进文化 的前进方向 ， 认同 面 向世 界 、 未来 和现代化 认 同 展 ， 加强 高 中生 理想信 念教 育 ， 强 化 了 文化精 神生 活指

民 族 的科 学 的 大众 的社会 主义 文化 ； 懂 得文化 传承 、 交 引人生开启 中 国 梦 。

融 和创新 的 意义 ， 弘扬 中 华文 化 ， 正确 对待各种 文化 现 个人文 化理 想 融入 共 同 理 想 中 国 梦 。 对于 每个 人

象 ， 辨识落后 文化 ， 抵制腐朽文 化 ， 积极参加 健康有益 的 来说 ， 文化同 经济 、政 治一样 重要 ， 都是追求 美好幸 福生

文化活 动 ， 投 身社会主义 精神 文明 建设 ， 不断追 求更 高 活 的 重要 内容 。 诚 然 ， 每 个人都 有 自 己 的 梦想 ， 多数 人

的 思想道德 目标 。 都在为梦想而奋斗 。 但是 不管个人梦想是什 么 ， 其 实现

本质 内 涵 契 合性 。 中国 梦 的本 质 内涵 就是
“

国 家富 还要依赖社会的发展 ， 社会 发展 了 才能 够为人们实 现个

强 ， 民 族 振兴 ， 人 民 幸 福
”

， 就 是我 们 要在 世纪 上 半 人梦想提供物质保证和文化 精神 支持 。 同 样 ， 国 家梦又

叶 ， 在与当代社会各种文明 的 交汇 之 中实 现社会主 义现 离不开每个人的 梦想 ， 国家梦 归 根到底 是 由成千 上万 的

代化 。 中 国 梦的 内 涵 凝 聚和寄 托 了 几代 中 国人 的 共 同 个人梦组成 的 。
因 此 ， 通过在 《 文化生 活 》课程 中 阐 述个

夙愿 ， 体 现了 国 家和 人 民 的 整 体利益 ， 它是每 个 中华 儿 人梦与 中 国梦的关系 ，可以 很好地 引 导 高 中生 处理好个

女 的共 同期 盼 ，是为 人民 造福 的 梦 。 《文化 生活 》课程在 人文化理想和社会共 同理想 的关系 ，将个人理想统一 到

本质上鲜 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 文化观 ， 科学 地认识 文化 社会共 同理想 中 国梦 中去 ， 在为实 现社会共 同 理想 的 奋

在人类社会 中 的地位 和作用 。 文化生 活课 程所采用 的 斗 中去实现个人理想 。

文化概念 ， 是 以党 的基本纲领对文 化建设 的 提法 和要求 中 华 民族精 神激 励 学 生 弘 扬 中 国 梦 。

一个 人不 能

为依据 的 ， 通 过 密切联 系 社会生 活 ， 帮 助高 中 生加 强 自 没有精神 ，

一

个 国家不能没 有梦想 。 中 国 近代 以来 最伟

身文化修 养 ， 把个 人人 生 理想 融 入实 现 中 国 梦 的 事 业 大 的梦想就是 中 国梦 ，它需要有 伟大 的 中 华 民 族精神做

中 ， 就像 血液 一样 浸 润着 我们 的心 田 ， 砥砺 我们 优 良 的 支撑 。 在过去 的很 长 的
一段 时间里 ， 实 现 中 国 梦

一

直被

品质 ， 赋 予我 们 实现 中 国 梦强大 的 精神力 量 ，最终 成为 压在我们 心底 。 而今 ， 时机 已经 成熟 ， 它犹 如
一

股 强 大

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 格建设者 和接班人。 的洪水 ，

一旦 爆 发 ， 必将 凝 聚起惊人 的 力量 。 从五 四运

蔡 隆 ， 男 ， 年 生 ， 高级教 师 。 研 究 方 向 ：思想政 治课 堂评价 。
（
本 文 编辑 ：

贺瑶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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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到 年汶 川地震 、北京举 办奥运会 、航 天事业 发展 习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

等一系 列大事 面前 ， 广大 青年 和青 年学生 都 自觉担 当 、 借 助 课程 的 课 堂 情 境 模 拟 教 学 。

“

情 境 教学
”

是充

奋勇 向 前 ， 表现出 强烈 的爱 国热情和 时 代精神 。 如今 高 分利用形象 、典型场景 ， 激起学生 的 学习 兴趣 ， 把认 知活

中生仍 然是社会最 富 有 朝气 、 最富 有 活力 的 一股 力 量 。 动与情感活 动结 合起来 的
一

种教 学模式 。 中 国 梦凝 聚

高中 生要担负起实现 中 国梦 的历 史使命 ， 需要 强大 的 中 着中华 儿女 的 情感 ，具有 强大 的共鸣效果 ， 是开展 情境

华民族精神动力做支撑 。 因 此 ， 中 国 梦指 弓
丨

《文化生 活 》 教学的 完美素材 。
通过开展 中 国 梦情境教学 ， 可以 增 强

课程 的教学 ，恰恰能激发高 中生澎湃 的 中华 民族 精神 和 学生的 文化 自 觉和文化 自 信 ， 调动学生的积极因 素 ， 促使

时代精神 。 他们更加主动接受《文化生活 》课程 教育 。
因此我们可 以

中 国 梦并 不是遥不可及 的 ， 它犹 如一盏 明灯 指引 我 通过
“

再现
”

老一辈如何 追求 梦想 ， 如何实现 梦想等情境 ，

们前进 的方 向 ， 使我们不 会迷失 方向 。 中 国梦 的提 出 唤 很好地促进高 中生对知 识 的学 习 和情感 的 熏 陶相 融合 ，

醒了 人 们深层 的历史 记忆 ， 引 起 了 强烈 的共鸣 ， 打 动 了 从而唤起学生追求真理 、探索未来 、实现 中 国梦的热情 。

亿万 中 国人 的心 。 把 中 国 梦融入 《文化生活 》课程 ， 可 以 采 用 课程 的 生 活 化教 育 教 学 方 式 。 陶 行知先 生 指

使基础课传递 出
一 份温 柔 的真实感 ， 使学 生对 《 文 化生 出 ：

“

没有生活作中 心 的 教育是死教 育 ， 没有 生活作 中 心

活 》课 程的 理论 知识感 到 更加 亲切 、贴 切 、适 切 ， 更 易 于 的学校是死学校 ， 没有生 活作 中心 的 书本 是死 书本 。

”

这

人耳 、人脑 、人心 。 就要求《 文化生活 》课程教 学内 容来源于生 活 ， 运用 于生

三 、 融入 《文 化 生活 》
， 创新追梦途径 活 ， 让学生在课堂里领悟 《 文化生活 》课 程 的精髓 而 引 导

中 国梦融人 《文化生活 》课程教学 ，是摆 在高 中 思想 自 己 。 中 国 梦的 实现过 程 ， 必然是高 中 生平等地 拥有 出

政治课教学 面前 的 一 项崭 新课 题 。 如何 将两者 自 然有 彩机会的过程 。 中 国梦 的 提出 ，让原本看 起来 比较远大

机地融合起来 ， 笔者认为可从 以下途径着手 ： 的共同 理想显 得更加 贴 近生活 、 更加 生 动 活 泼 。 因此 ，

加 强 中 国 梦 融 入 《 文化 生 活 》课 程 教 学 的 理 论依 在《文 化生活 》课程教学 中 ，我们应该尽 量去发 掘现实社

据研 究 会中关于追求 中 国 梦 的 典型生 活 案例 ， 并将其注 人 《文

面对 当前 国 内外意识形态 复杂化趋 势 ， 将 中 国 梦融 化生活 》课程 内 容 ，使 《文化 生活 》课程置 于现 实生活 ， 贝占

人高 中思想政治课教学 中 ， 是十分必要 的 。 中学思 想政 近现实生 活 ， 让 学生在 生活 中感 悟 中 国 梦 ， 不 断追 寻 中

治课堂是高 中生意识形态教 育的 主阵地 ， 要 充分发 挥思 国 梦 。

想政治课在 高 中 生思想 政 治教育 中 的 主渠 道作用 。 建 开展 中 国 梦融 入《 文化生 活 》课程的社会 实 践活动

议 中 国梦进人 高 中 思想 政 治课教 材 ， 以 丰 富课 程 内 容 。 以社会实践活 动为平 台 ， 扎实 开展 中 国 梦 主题 社会

要切实 提高 中 国梦融人 《文化生 活 》课程教 学 的效 果 ， 高 实践活 动 ， 是学 习 宣传 贯彻党 的 十八 大精神 、全面 贯彻

中思想政 治课教 师必须对 中 国 梦 内 涵和外 延进行梳理 ， 党的教 育方针 的 要求 。 高 中 学校 可 以 尝试通 过开 展社

对中 国梦 的历史传承 和时代 意义进 行发掘 ， 对 中 国 梦融 会 调查 、参观调研 、志愿服 务等各 种 《文 化 生活 》校 外实

人 《文化生 活 》课程 的合理性 、必要 性和实效性 进行全 面 践教学 ， 来进一步提高 中 国梦融入 《 文化生 活 》课程 的 实

阐述 ， 真正找到 中 国 梦融人 《文 化生 活 》课 程 的切 人 点 ， 效性 。 例如 ，我们 可 以 组织学 生参 观历 史博 物馆 ， 感 受

把 中 国梦研究推进到新 的境 界 ， 使 《 文化生 活 》课程成 为 中 国传统文化 ， 了 解革命先辈们为 了 中 华 民族伟大 复兴

开展 中 国 梦教 育 的 坚实 平 台 ， 使 中 国 梦 教 育真 正 落 到 而付 出 的努 力 ；
可 以 组织 学生深人 社 区 ， 了 解一 方水 土

实处 。

一方文化 ，体验千千万万老百姓 的 中 国梦 。 通过开展 校

实 现 中 国 梦 融 入 《 文化 生 活 》课 程 丰 富 多 彩 的 教 外 实践活动 ， 使学 生在实 践 中感受 文化 教育 ， 从 点滴 做

学形 式 起 ， 自 觉加强文化知识学 习 ， 不断增 长才干 ， 真正成 为 中

促 进 信 息 技 术 与 课 程 的 深 度 融 合 。 如在 必修 第 国梦 的主动践行者 ， 谱写个人华丽篇章 。

七课第一框题
“

永 恒 的 中华 民 族精 神
”

授课 时将学 生分 无论是置身文 化艺 术 ， 领 略文 艺的 精彩 ， 还 是深 人

成若干个 合作 探究学 习 小 组 ， 让 学 生课 前通 过 信息 网 社会 实践 ， 感受多 姿多彩 的 乡 土 文化 ， 每
一 次独 特 的 文

络 、 微信 、 微博 、 电 视广播 、纸质媒 体等搜 集有关
“

中 华 民 化体验 都有助于我们将 中 国梦融人 《 文化生 活 》课 程教

族精神
”

、 中 国 梦 的 新 闻 、文 字 、 视频 、 图 片 等 素材 ， 并将 学 。 这不仅是 为 了 提 高 中 国 梦教 育 的 效果 增 强 《 文 化

精选的 素材制作 成 ， 在课 堂上 向 同 学们展示
“

中 华 生活 》课程的 实 效性 ，最主 要是能 够 帮 助高 中 生 树立 文

民族精 神
”
一

中 国 梦 我 的 梦 。 这样既 可以 打破 教师 台 化 自信和文化 自 觉 ， 引 导他们为实 现国 富 民 强的 伟 大 中

上唾沫 横飞 、 台下 学生 昏 昏 欲睡 的局 面 ， 又可以 通 过 中 国梦而努力奋斗 。

国梦激 发学生学 习 《文化生活 》课程 的兴 趣 ，
调动学 生学

（
福建省福州 第八 中 学

）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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