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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铁路百余年的巨变见证了民族复兴之路。在交通强国，铁路先行的视阈下，把铁路红色故事融入轨道交

通专业思政课教学具有时代意义。然而在融合过程中存在诸多痛点，我们应通过“整合教学内容，实施

铁路特色专题化教学”“创新教学方法，推动思政课教学提质增效”“优化教学载体，丰富思政课实践

教学体系”的方式来开展好轨道交通专业思政课教学的探索进路，从而实现立德树人的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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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reat changes of the railway over the past hundred years have witnessed the road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Under the vision of the transportation power and the railway first, it is of great sig-
nificance to integrate the railway red story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f rail transit 
specialty. However, there are many pain points in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We should carry ou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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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f rail transit major through the methods of 
“integrating teaching content, implementing the special teaching of railway characteristics”, “in-
novating teaching methods, promot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ptimizing the teaching carrier, and enriching the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of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lessons”, so as to achieve the important goal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edu-
cating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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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交通强国，到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这为未来我国交

通运输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交通强国，铁路先行。在《新时代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规划纲要》中

就明确指出了“大力培育弘扬优秀铁路文化”“建设高技能产业大军” [1]。我国的铁路红色故事是优秀

铁路文化的核心要素，是指在中国铁路发展历程中涌现出以英雄人物和革命事件为基础的红色故事。这

些故事见证了我国铁路事业的艰辛发展，体现了中国铁路人的奋斗精神和忠诚担当。在交通强国视阈下，

将铁路红色故事融入轨道交通专业思政课教学意义重大。 

2. 铁路红色故事融入轨道交通专业思政课教学的重大意义 

2.1. 传承铁路红色基因，激发学生爱国情、强国志 

中国铁路的红色基因与生俱来，在苦难与辉煌中代代相传，在岁月与发展中历久弥坚。翻开历史风

云激荡的篇章，中国铁路的一部发展史就是近代中国发展的缩影，其中涌现出了许多英雄人物和感人事

迹，他们不仅映射出中国铁路发展的艰难历程，也弘扬了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伟大精神。运用铁路红色

故事引导大学生传承红色基因，从而自觉争当时代新人。那么，在思政课中融入铁路红色故事有助于培

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有助于大学生培育好集体精神、吃苦耐劳精神、独立

自主精神等精神品质。通过学习铁路红色故事，大学生能够了解到中国铁路人为国家、为人民做出的巨

大贡献，从而激发大学生的爱国情怀和责任担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 

2.2. 汲取铁路精神力量，锻造新时代铁路建设新军 

铁路是国家战略性、先导性、关键性重大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大动脉、重大民生工程和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骨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众所周知，轨道交通专业的大学生是铁路人

才的主要组成部分，那么将铁路红色故事融入思政课就是大学生了解行业特性、把握行业动态的重要渠

道。一是促进了大学生对行业的认知。轨道交通专业思政课的教学内容，往往涉及到铁路的发展历史、

专业技术、管理经验等方面内容，结合轨道交通类专业课，能够让大学生不断提升对行业的认知水平，

有利于增强对铁路事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二是强化了大学生的行业责任感。铁路红色故事往往以抗争

和牺牲为底色，其中凸显出许多英雄人物和革命事迹，可以让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到我国铁路事业从无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4317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王雨 
 

 

DOI: 10.12677/ass.2024.134317 421 社会科学前沿 
 

到有、从弱到强的艰辛历程，从而增强他们对建设交通强国的热爱和自豪感。这样，轨道交通专业的大

学生作为未来的铁路建设者，就能不畏艰难、勇担重任，在日常急难险重任务面前，敢于冲锋在前，不

怕吃苦、不怕牺牲，努力成长为顶天立地的“铁路人”。 

2.3. 实施精准思政教学，有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强化精准思维，做到谋划时统揽大局、操作中细致精当，以绣花功夫把

工作做扎实、做到位。” [2]那么在高校思政工作中就需要实施精准思政教学，需要我们结合学生的专业

特性、突出行业特色，传承行业优秀文化理念。同时，实施精准思政教学也能有效弥合思政课程与学生

专业之间的差异。让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共同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在思政课的讲授过程中铁路红色故事是重要的载体，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和教育

意义，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思政课的兴趣，提升思政课的育人效果。传统的思政课教学，往往偏重于理

论知识的传授，容易让学生感到枯燥乏味。而铁路红色故事则以生动形象的方式，展现了铁路人的奋斗

精神和忠诚担当，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的吸引力。 

3. 铁路红色故事融入轨道交通专业思政课教学的现实基础 

3.1. 铁路红色故事融入轨道交通专业思政课教学的开展现状 

我校作为铁路特色院校，因铁路而生，伴高铁而兴，见证了我国铁路事业的蓬勃发展，也培养了大

批量的铁路人才，为我国交通强国事业贡献了坚实力量。为了切实承担起“为党育任、为国育才”的神

圣使命，我校在传承优秀铁路文化上下了大“文章”，切实让铁路红色故事成为推动青年学子成长成才

的“营养剂”。通过“中原铁路红色基因”青春寻访行动等方式，让大学生融入社会实践、融入铁路事

业中，身体力行地感受铁路红色故事的强大力量。 
然而，轨道交通类院校在铁路红色故事融入轨道交通专业思政课教学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

融入方式相对粗放，还达不到精准化水平。当前我校的做法主要是结合轨道交通专业的培养方案，将突

出行业特色的铁路红色故事融入思政课的教案中，但是并没有形成“铁路红色故事——教学章节”的对

应关系，在教案中的体现也不够完善，主要由任课教师自主选用，故事呈现方式也是由任课老师结合课

程发挥。那么，这就不能够发挥好铁路红色故事的精神价值，也难以弥合轨道交通专业与思政课之间的

差异。其次是对铁路红色故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还不到位。郑州市作为火车拉来的城市，拥有

丰富的铁路发展历史。然而这种极具地域特色的铁路红色故事散落在纪念馆现场教学和各类文献研究中，

并没有形成适合大学生学习的系统化成果。那么我们就需要深入挖掘本地的铁路红色故事，同时融入其

他铁路红色故事，这方面的工作任重道远。 

3.2. 铁路红色故事融入轨道交通专业思政课教学的可行性 

从二者的价值目标来看，二者是一致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曾强调，

“思政课重在塑造学生的价值观，这一点必须牢牢抓住” [3]。因此思政课要发挥好讲道理这一作用，引

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铁路红色故事的主旨是“传承红色基因，培养时代新人”，十分注重价值观

的引导。从这一点来说二者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均是培育大学生的价值观，因此二者存在融合的基础。 
从二者的内容设置来看，二者是交织的。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思政课的本

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 [4]讲道理并不是机械地讲述，而是要讲深、

讲透、讲活。那么思政课教师在主课堂就不能当“经师”，而要当“人师”，从而赋予课堂更多的历史

温度。“四史”的内容也是思政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思政课正是在其基础之上建立的。铁路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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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作为“四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一部中国铁路发展史，也是一部民族复兴史的缩影。因此，

铁路红色故事与思政课在内容设置上是交织的，二者有重叠的地方，因此具备融入的可能性。 

4. 铁路红色故事融入轨道交通专业思政课教学的创新路径 

4.1. 整合教学内容，实施铁路特色专题化教学 

在旧中国，从反对修筑铁路转向积极筹资修路，中国铁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中举步维艰。这部分铁

路红色故事就可以对应放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党史国史》等课程的相应章节中，能够让大学生了

解到先辈们为铁路发展而奋起抗争，突出英雄人物的大无畏精神。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中国铁

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奋发图强。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铁道兵群体形

成了“艰苦奋斗、志在四方”的精神，这部分的内容就适合放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中，特别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独立自主这一部分；或者这部分内容也可以放在《思想

道德与法治》中讲人生观的部分，使大学生从先辈身上汲取精神力量。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铁路砥砺奋进，展开了史无前例的跨越式发展。这部分内容可以放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中国高铁伴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走向全球成为新时

代中国的外交名片，不仅造福了中国人民，也造福了全世界人民，扩大了中国的影响，加强了中国与世

界的联系。 

4.2. 创新教学方法，推动思政课教学提质增效 

为了着力提升思政课教学效果，根据轨道交通专业学生行业特色鲜明的实际情况，打造出适合该专

业的教学模型，实施“铁路导师 + 思政课教师”双师联动教学，让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开发

“收集问题–精选问题–问题成链–师生互动–学生收获”五步问题链教学方法，瞄准大学生的切实需

要，实施精准教学；打造铁路特色“红色故事资源库 + 慕课 + 翻转课堂”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方式，将中国铁路红色故事融入教学过程中，鼓励学生主动参与，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感悟，提高学

习效果。从铁路红色故事角度出发，任课教师要运用好“故事教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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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铁路红色故事的讲述中，引发大

学生的情感共鸣 [5]。 

4.3. 优化教学载体，丰富思政课实践教学体系 

2022 年 4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座谈中指出，“希望广大青年用脚步丈量祖国大

地，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用耳朵倾听人民呼声，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 [4]此后，思政课实践教学就

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那么，结合轨道交通专业学生的特点和铁路红色故事的特性，我们可以

组织学生开展实地参观、调研等社会实践活动。运用“观–访–思–讲”思路开展实践教学：观指的是

参观红色铁路纪念地、铁路博物馆等场所；访指的是访问铁路英雄后代；思指的是思考党领导开展铁路

革命的艰辛；讲指的是大学生来讲铁路红色故事。从而让学生更深刻地了解铁路发展历史，感受铁路红

色文化的魅力。通过善用社会大课堂，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用活用好各种资源，让思

政课与现实相连、与时代同频共振，引导学生将人生理想融入到脚踏实地的实际行动之中。为了推动实

践教学效果入脑入心，我们还把铁路红色故事搬到舞台上，我校就曾组织学生演绎铁道兵杨连弟的故事，

并获得了国家级的奖项。 

5. 小结 

铁路青年是新时代最具特色的“生力军”，在万里铁道线上，他们正用智慧和汗水，推动国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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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动脉”滚滚向前。在交通强国视阈中，将中国铁路红色故事融入轨道交通专业思政课教学中势在必

行，这不仅是坚持学生主体作用的体现，更是开展精准思政课的重要表现。通过对思政课的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教学载体进行优化，以此来提高思政课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培养具有铁路红

色文化底蕴的铁路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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