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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好课

让高三生更想不到的是，跟着读本复习，

会有一种“沉浸式体验”的感觉：许多时政知

识点都能在生活中找到投影，甚至有些主人

公就在我们身边。

比如，说到“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十三五”期间浙江持续加大东西部扶

贫协作力度，对口帮扶四川、贵州、湖北和吉

林，就是最好的实例。这时，学生通过教室的

投影仪，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杭州第十批

援疆支教团的团长、该校音乐老师褚楚。在

接受电视台采访时，她说：“每一颗石榴籽都

拥有炫彩夺目的光芒。”

习近平总书记曾用“像石榴籽紧紧抱

在一起”来比喻各民族团结,表达各民族

要加强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团结奋斗、共

同繁荣发展。

“对口帮扶”原来离我们这么近！同学们

来不及多感叹，又被老师们预备的另一段视

频带去了千里之外：贫困户搬进了宽敞亮堂

的安置房，门口就是“杭州路”；回乡务工青年

有机会大展拳脚；乡村旅游红红火火⋯⋯都

是经浙江省帮扶后，当地出现的巨大变化。

什么是新发展理念？什么是经济高质量

发展？对于这两个知识点，高三生们现在有

了直观感受。尤其是共享发展理念和协调发

展理念，让从前只晓得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

的同学眼前豁然开朗。

为了配合书本落实知识点，看看同学们

是否能活学活用，杨老师和同事们还准备了

一道问答题：能否从新发展理念的角度，为地

处高原的某市旅游高质量发展提可行性建

议？学生们随即脑洞大开：

“创新旅游资源开发，将民族特色与现代

产业更好结合”、“利用社交媒体做好旅游宣

传，吸引国外游客”、“注重产业惠民，让当地

百姓享受更多旅游红利”⋯⋯

听到这里，钱报记者发现，我们现在的思

政课并不是背几个概念而已，很多知识点是

可以运用到现实生活中的。

“沉浸式”复习，课本照进现实

近日，杭州第十四中学高三同学进入首轮时政复习。本周三上午，在康桥校区，杨艳、赵璐

和朱晓睿三位政治老师走进各自教室，手里都捧着一摞书。学生拿到一看，竟是从学弟学妹那

里蹭来的课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高中版。因为这套教材今

年9月刚投入使用，目前仅高一学生才有。

为啥高三的时政复习，要借用高一的新课本？

“你们发现了吗？每个章节都和之前学过的教材完美匹配！”杨老师启发式提问，台下学生

马上心领神会：“第一个，对应的是必修1经济生活；第二个，对应的是必修2政治生活；第三个，

对应的是必修3文化生活⋯⋯这就是最好的学习提纲啊！”

这让听课的本报记者很意外，读本主要用于增强青少年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系统性、实效性，没想到，还可以作为高三复习的重要一课。 本报记者 沈蒙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

成了高三复习点睛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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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读本

C

Z

chéng zhǎng dúdú běn

“读本”能让分散在 4 本老教材中

的重要考点更加全面、连贯地展现出

来，体系更完整，可以帮助我们在解题

时更有针对性地拓展思路，在时政热

点上找到题感，对同类型的考点有更

深的理解和把握。

——高三10班 马同学

今天的复习课结合时事热点视频，

配合老师循循善诱的讲解，能帮助我们

快速串联知识点，掌握典型题型，同时

发散思维，紧扣时政热点，更有切身体

会。感觉系统地学习“读本”有助于我

们把握时代发展的大方向，串联起必修

重要知识点，开拓答题思路。

——高三10班 田同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是实现中国梦的指南，是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对于高中政

治学习和加深理解国内国际政治局势

有重要意义。通过读本和书本对比学

习，可以充分了解到最新的表述和知

识点的侧重，配以丰富的材料能够更

加清晰地明了高中政治中的很多知识

点，适合复习。

——高三7班 虞同学

学习“读本”有利于增强青年学生

的“四个自信”，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巨大优势，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此次时

政专题课思路清晰，体系完整，有助于

解题能力的提高。

——高三6班 占同学

学生感悟学生感悟

从今年秋季学期起，《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

高中版开始使用，高中一年级每周 1

课时。

我校政治教研组第一时间组织老

师仔细研读教材，集体备课，掀起了学

习的热潮。老师们感悟思想伟力，积

极探索多样化的教学模式，用信念、情

感、事实、学理去感染和打动学生，吸

引学生主动学、融入学，帮助学生全面

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

读本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这条主线，与统编思政

课教材相互补充，内容安排循序渐进、

螺旋上升，有机衔接。例如，高三刚进

入第一轮时政复习，把读本第五讲内

容作为重要的复习纲要，与学科教材

统筹使用。老师们善于运用地方特色

教学资源，挖掘出浙江对口帮扶、亚运

会里的中国元素、新拱墅的蝶变升级

等接地气的本土热点，搭建出省市区

三级架构，结合读本第五讲的纲要分

析讲解，既提升高三复习课堂教学的

吸引力，又综合用好学校“小课堂”和

社会“大课堂”形成育人合力，真可谓

一举多得。

接下来，学校还将组织更多学科

教师参与交流、互鉴，用好这本新时代

铸魂育人的教材。

杭州第十四中学校长 何东涛

校长说

这堂复习课的小高潮，是杨老师带大家

寻找亚运会里的中国元素时出现的。

“看完视频，你们觉得乒乓球馆和曲棍球

馆的造型像什么？”杨老师问。

“像玉琮！”“像雨伞！”同学们抢答道。

“对！乒乓球馆是一块放大版的良渚‘玉

琮’，曲棍球馆造型则是一把放大版的江南油

纸伞。将良渚文化精髓深度融入到建筑中，

把非物质文化遗产油纸伞以另一种形式展

现，让建筑有了灵魂，让文化有了载体。可以

预见，2022年，当全世界的镜头聚焦杭州时，

这些建筑蕴含的文化意境也将成为焦点。”

杨老师一番解读，说得同学们心驰神

往。当初学了整整一本书的文化生活，通过

读本中“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文化建设，高

三生们不仅将知识点逐渐梳理清楚了，还读

懂了最重要的一点：讲好中国故事是提升国

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战略任务。

这到底有多重要？

杨老师说，以亚运会为例，这就是一场将

在杭城发生的体育盛宴，有利于加强中外文

化交流，树立中国在世界上的良好形象；有利

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更好

地构筑中国精神；也有利于展示中华文化的

独特魅力，彰显文化自信的力量，坚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同学们都听得跃跃欲试，一边记笔记，一

边开始琢磨怎么讲中国故事。杨老师却出其

不意抛出一个和大家“零距离”的案例——杭

州行政区划调整后，新拱墅区发布了推动共同

富裕创造美好生活2021十大行动，从医疗、教

育到就业、养老等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

“这个案例中，你们觉得关键词是什么？”

她问，“人民。”学生们已经找到了答题核心，

迅速找到了重点，“说的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也是政治课本必修2的内容。”

杨老师嘴角轻轻扬起，一堂课顺利讲完，

还让同学们学会了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就

是讲述我们身边的真实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素材就在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