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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工业化成就

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研究

徐　鹏
（四川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６１０２０７）

摘　　　要：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伟大历史成就融入思政课教学，是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成效
的重要路径。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成果与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工业化成就

是这些历史性成就的一项重要内容，将这些工业化成就作为教学资源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能够帮

助学生更好学习“四史”、坚定“四个自信。”

关　键　词：工业化成就；《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
中图分类号：Ｇ４１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１６７０（２０２２）０３００１２０５

　　近年来，随着党和政府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

视，学界开始探讨思政课程资源如何进一步开发的

问题。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

要》）课教学，学界在地方特色资源、红色资源的开

发利用进行了研究①。这些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

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７０多年波澜壮阔

的历史性成就尚未充分纳入思政课程教学体系。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０日，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

话中指出，“要在学生中加强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

近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史、中华人民共

和国史、中国改革开放史等的教育，坚持不懈培育

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１］。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一穷二

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工业

化成就可以为思政课尤其是《纲要》课教学提供历

史资料。为此，我们需要积极探索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初期工业化成就融入《纲要》课教学的有效路

径。在具体教学设计中，《纲要》课教学要结合实

际，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工业化成就充分融

入教学内容。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工业化成就融入

《纲要》课教学能够充实教学内容、

提高教学实效性

　　《纲要》课是全国高等学校本科生必修的思想

政治理论课程之一。该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帮助大

学生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情况，领悟中国革

命、建设和改革历史进程的内在规律，领会历史和

人民何以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自２００５

年设置以来，这门课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良好效果。历史是最好的

教科书、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历史是“最好的清醒

剂”，为进一步做好《纲要》课教学工作，我们需要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性成就中发掘

教学资源。

在《纲要》课教学过程中，我们需要把课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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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体系转化为课堂教学体系。教材体系以论述为

主，偏重宏观叙事，诸多代表性的历史细节没有被

吸纳进来；革命性内容较多，经济建设方面的内容

相对较少。就是说，教材内容主要集中于政治、革

命与战争等领域，而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领域

的内容显得相对薄弱。在从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

的转化过程中，教师需要积极发掘历史资源，补充

整合教学内容。《纲要》课具有浓厚的史学色彩，

体现历史与政治、历史与理论、历史与现实相结合

的特性。《纲要》课教学要有“大历史”视野，着重

关注“大趋势”“大事件”“大理论”，不能单纯罗列

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要在坚持“大历史”视野或

“大历史观”的基础上，科学选取相关史料并通过

精心设计运用到教学中，从而实现“知识性与价值

性、学理性与政治性、思想供给与学生获得感相统

一”［２］的效果。《纲要》课教学要运用历史的教育

功能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教师在教学中要

坚持“论从史出”“历史与理论相结合”“以史为据，

凭史而论”的原则，不能脱离“历史”讲“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工业化成就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史的重要内容，与《纲要》课教学具有

明显的契合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工业化取得重要成就。１９７９

年，中国已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

民经济体系。１９４９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仅占工

农业总产值的３０％，到了１９７８年，中国工业总产

值已占工农业总产值的７４％以上，达到 ４２３１亿

元，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增长３８倍。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冶金、化工、轻工获得巨大发

展，产品的数量、质量和品种均得到大幅增加和提

高。中国原来没有汽车、拖拉机、化学纤维、电子、

航空等产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些产业相继

建立并迅速发展起来。通过这一时期的工业化进

程，中国工业门类日渐完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为

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纲要》课教材（２０２１年版）有大量篇幅涉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工业化成就，第八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

路的探索”第二节“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及其实

施”第二目“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步”中即有相关

内容；第五节“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和曲折发

展”第四目“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就”，则论述了

“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

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工业化成就可

以成为串联《纲要》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一条

线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工业化成就融入

《纲要》课教学，有利于进一步坚定大学生“四个自

信”，坚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信心。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工业化成就融入

《纲要》课教学的路径探索

　　探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工业化成就融

入《纲要》课教学的有效路径，既要遵循普通课程

资源融入思政课教学的一般规律，也要结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工业化成就的具体特点，充分关

注融入过程的特殊性。

第一，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为《纲要》课教学提

供坚实的学理支撑。《纲要》课在教学中既体现

“思政性”，又体现“学术性”，要坚持《纲要》课教

学中的学术逻辑，推动《纲要》课教学与学术研究

的良性互动。故而，《纲要》课教学要以学术研究

引领思维方式的转变，将学术研究作为思想政治教

育内容的坚实支撑，以学术氛围强化马克思主义信

仰，深植爱国情怀。有论者指出：“如果说思想教

育是《纲要》课程教学的宗旨，学术性则是该课程

教学的生命之源。教师应当注重对历史资料的分

析，注重对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演变、经济发展、社

会变迁等问题的学术分析。”［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初期工业化成就融入《纲要》课教学，离不开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工业化成就史的学术研

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工业化成就进行

深入的、富有学理性的研究，能够有效促进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工业化成就融入《纲要》课教

学，能够实现价值塑造、能力提升、知识传授三位一

体的课程目标，为学术研究与思政课教学的有效结

合提供理论基础。

第二，选取能够体现“思政精神”与“思政元

素”的典型工业化成就融入课程教学，以事实服

人，在摆事实的基础上讲道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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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初期工业化建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史

中具有重要地位。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

是，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割裂

并对立起来，用后者否定前者。破解这种历史虚无

主义不能单靠理论驳斥和口号宣传，我们需要依靠

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来完成破解任务。中华人民

共和国工业化建设不同历史阶段均有大量能够彰

显“思政精神”与“思政元素”的历史资料值得深入

发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工业化成就融入

《纲要》课教学，能够极大地增强《纲要》课教学的

针对性、实效性与感染力，从而使思政课教学更好

地入耳入脑入心，有效破解历史虚无主义。

第三，改革教学方法，创新考核方式，打造多元

化同步课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坚持统一性

和多样性相统一，落实教学目标、课程设置、教材使

用、教学管理等统一要求，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

材施教。《纲要》课讲述的内容是过去发生的事

情，对于课程学习主体———学生而言，存在“时空

隔膜”，这就要求任课教师要善于使用各种资源，

为学生创造可以感同身受的学习情境。２０１８年４

月颁布的《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

基本要求》明确规定：“从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现

有学分中划出２个学分、从专科思想政治理论课现

有学分中划出１个学分，开展本专科思想政治理论

课实践教学。学生既可以通过参加教师统一组织

的实践教学获得相应学分，也可通过提交与思想政

治理论课学习相关的实践成果申请获得相应学

分。”［４］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工业化成就

融入《纲要》课教学，除了在课堂上以讲授法、小组

讨论法、直观演示法、随堂练习法、自主学习法等方

式向学生传播基本史实之外，还可以走出教室，开

展现场教学、参观考察等活动，深入具有代表性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工业化成就的“现场”，

寻找“理论感”与“在场感”。另外，教师可以采用

主题实践教学形式，组织学生撰写文稿、制作ＰＰＴ、

拍摄短视频，并展出优秀学生作品。这些方式能够

借助丰富直观的现实场景，通过由眼到耳、从身到

心的全方位浸入式教学，使学生在可感、可触中提

升对《纲要》课的理解，在“润物细无声”中引发学

生的思想共鸣，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工业化成就融入

《纲要》课教学的具体教学设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工业化成就融入

《纲要》课教学的诸多途径要通过教学设计得到具

体化并加以实施，以达到教学目标。教学设计应围

绕如下问题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们

如何独立自主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如何跳出

“贫困陷阱”、如何破除苏联模式的窠臼？在第八

章第二节第二目“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步”的教学

中，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设计：

第一，问题导入。教师组织学生讨论当时工业

化对于中国的紧迫性，讨论可以结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前的工业状况进行。中国人民对建设工业

国的向往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方向，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之初面对的是一个 “一穷二白”的烂摊子。

我们当时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

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

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当时的工业

基础极其薄弱，中国共产党迫切希望将中国建设成

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１９４５年４月，毛泽东在党

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在新民主

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政府必须采

取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

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５］。毛泽东在党的七

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重申，在革命胜利之后，要

“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

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６］。据梁思成回忆，

彭真这样说过：“有一次在天安门上毛主席曾指着

广场以南一带说，以后要在这里望过去到处都是烟

囱。”［７］无论是党的文件还是毛泽东对大工业朴素

的认知，所展示的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

设一个强大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的愿景。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工业化目

标的提出。为跳出“贫困陷阱”，中国共产党提出

建设“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国家工业化目

标。我们可以采用“正向的历史演绎”与“逆向的

原因剖析”两种方式，来讲解国家工业化目标。

“正向的历史演绎”是按时间顺序，梳理国家工业

化目标日渐清晰与完善的过程。１９５６年，刘少奇

·４１· 平顶山学院学报　　　　　　　　　　　　　　　　　　　　２０２２年



 
 
 
 
 
 
 
 
 
 
 
 
 
 
 
 
 
 
 
 
 
 
 
 
 
 
 
 
 
 
 
 
 
 
 
 
 
 
 
 
 

 

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中国要在三个五年计

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８］。

同年，周恩来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我国的

工业化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

系［９］。“逆向的原因剖析”是指，教师向学生提问

并组织小组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什么

要提出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工业化目标？

该问题可以分解为两个子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初期为什么要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什么要建立“完整”的工业体

系？对于两个子问题，还可以结合历史背景进一步

分别分解为“必要性”和“可能性”两个方面来引导

学生进行深入思考和讨论。例如，对于建设“完整

的工业体系”，苏联提出中国的工业化要采取“经

互会的方式”进行，即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分工合

作，实行一体化生产。苏联建议无疑不利于中国建

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当时，苏联已完成重工业化，

中国若采用“经互会的方式”，则难免面临被迫进

行产业分工以至于在工业体系上被边缘化的问题，

于是我们做出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决定。

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工业化的

路径。这里可以重点讲解三个问题，即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初期国家工业化的资金来源、重工业优先

发展策略和资源配置。中国没有经历欧美诸国数

百年由手工业到轻工业再到重工业的发展过程，因

而我们只能主要采取“内源性的工业化方式”。当

时，中国工业化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初步建立的国

营经济体系、苏联对华援助以及农业工业内部消费

基金。中国工业化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策略，这

在当时具有历史合理性。同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初期物资短缺的形势下，为有效调动资源，集

中力量发展重工业，计划经济体制成为当时资源配

置的必然选择。

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工业化的

成就。这部分内容的教学可以采取“数据”与“案

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２年，我

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 ７７．５％，达到 ８１０亿元。

１９５７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我国的工农业总产

值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６７．８％，达到１２４１亿元，国民收

入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５３％。在直观数据基础上，教师

可以向学生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一批先

进重工业行业“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一大批过

去没有的行业如飞机、汽车、发电设备、重型机械、

新式机床、精密仪表、电解铝、无缝钢管、合金钢、塑

料、无线电行业等，均大踏步建设起来。教师可以

选择如“宝成铁路”的修建等具体案例进行深入讲

解。铁路是国家工业化的缩影，铁路里程是衡量一

国工业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宝成铁路于第一个五

年计划时期开工并建成通车，宝成铁路南起四川省

成都 市，北 穿 秦 岭 至 陕 西 省 宝 鸡 市，全 长

６６８．１９８ｋｍ。宝成铁路的建成通车，改变了“蜀道

难，难于上青天”的局面，为西南地区经济建设创

造了重要条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

基础建设的重要成就之一。随着工业化不断发展，

中国逐渐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

民经济体系。１９７９年９月２９日，叶剑英在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３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宣布，

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已经建立起独立的

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四个方面的教学设计突出层层递进的知识点，

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工业化目标的提

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工业化的路径和

成就。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带着问题

思考、组织学生进行讨论，还可以借助多媒体手段、

开展调研、参观访问等方式组织实践教学活动，以

增强思政课对学生的说服力、感染力，使他们更加

坚定“四个自信”、坚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实现而奋斗的决心。

四、结语

深入挖掘历史资源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是提

升思政课教学实效性的有效路径。《纲要》课教学

应坚持“由史出论”“史论结合”的原则，可以将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工业化成就融入《纲要》课

教学，既照顾历史整体性又突出重点，将“思政元

素”与“思政精神”以“撒盐入水”的形式融入历史

资源。这样做既讲故事又讲道理，既揭示历史规

律、总结历史经验，又有助于批驳历史虚无主义，培

育自觉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思想政治教育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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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课程都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

效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工业化成就融入

《纲要》课教学，不仅能够推动《纲要》课教学资源

开发，而且可以作为课程思政的素材融入教学，推

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教学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

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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