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课   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 

第 2 框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教材分析 

本框选自部编版高中必修一第四课《只有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框《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本框设计立意在于引导学生了解中国梦的内涵，中国梦

与人民、与世界、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以及在新时代如何

实现中国梦。 

本框承接前一框对中国新的历史方位的判断，为后续理

解第三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承担的历

史使命，做好认知情感的铺垫。 

二、学情分析 

1、得益于小初高一体化教学，学生在初中已对中国梦

的内涵了然于心，但不能层次分明、有理有据地阐述中国梦

与个人、与世界的辩证关系其次。 

2、高中生对社会热点问题感兴趣，有较强的爱国主义

情怀，批判思维能力提升，但多数学生不愿自主思考、不敢

公开表达，常常需要教师精心设计和耐心引导才能积极活跃

地参与到课堂中。 

三、教学目标 

依据学情和课程标准的要求，制定的教学目标如下： 

政治认同：学生通过畅谈个人梦想，结合新时代的历史



方位，理解中国梦的本质、内涵和特点，把握新时代实现中

国梦的战略安排和战略举措。 

科学精神：深刻理解新时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是

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理解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伟

大梦想，新时代党要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工程、推进伟大

事业，增强政治认同培养科学精神。 

公共参与：结合中华民族追求梦想艰难曲折的奋斗历程

及目前正处于的大有可为历史机遇期，信奉中国梦归根到底

是人民的梦，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梦:承担时代赋予青年的

使命，让青春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践中绽放绚丽

之花，落实政治认同、公共参与核心素养。 

四、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理解中国梦的本质、内涵和特点，坚定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自觉把个人理想与

中国梦结合，培养政治认同、科学精神、公共参与的核心素

养。 

教学难点，理解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要进行伟大斗

争、推进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把握新时代实现中国梦

的战略安排和战略举措。 

五、教学方法 

1、教法：为了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本节课将采用讲

授法和讨论法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2、为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本节课将采用自主学习、



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的学法，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获

取知识。 

六、课前准备 

学生提前预习本课，对教材进行初步了解。 

七、教学过程 

【课堂导入】 

教师：提出问题，问同学们有没有梦想，是什么？每个家庭

有没有梦想？ 

学生：举手回答个人的梦想、家庭的梦想是什么。 

教师：既然个人有梦想，家庭有梦想，那我们的国家有没有

梦想呢？ 

学生：中国梦。 

教师：那本节课，老师就带领大家去历史博物馆参观一圈，

看看我们中国梦到底是什么。 

设计意图：通过与学生对于梦想的对话，引入梦想的话题。

创设参观历史博物馆的情境，导入本课。拉近教师与学生的

距离。 

【新课讲授】 

环节一：情境展示 

教师：带领大家参观历史博物馆的第一个展厅——回眸过去。

黑板上展示图片，为同学们讲解我国古代的辉煌成就和近代

遭受的外忧内患。 



教师：提问学生对展厅展示的字如何理解？只有创造过辉煌

的民族，才懂得复兴的意义；只有经历过苦难的民族，才对

复兴有如此深切的渴望。 

学生：理解中国梦的含义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

一个关于“复兴”——再次辉煌的梦。 

设计意图：通过展厅让学生感受到中国曾在古代灿烂辉煌，

在近代积贫积弱，现在正重新崛起，我们的梦想是在未来实

现再次辉煌——伟大复兴。 

教师：多媒体播放视频，带领学生来到第二个展厅——感悟

现在，提问学生从视频当中感悟到了什么。 

学生：看到了中国已经全面实现了小康社会，中华民族自立

于世界的民族之林，百姓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教师总结：中国梦的本质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

福。并解释他们三者的含义 

设计意图：通过视频让学生直观感受到中国现在的变化，感

受中国梦的本质是什么。 

环节二：对比奥运梦 

学科内容: 中国梦与个人梦的辩证关系 

教师:假如你穿越到 1932 年的奥运会开幕式现场，你的心

情怎样？ 

学生 :别的国家声势浩大，而我的国家只有个人，觉得抬不

起头，有点自卑感。 



教师:今年，你的心情又会怎样? 

学生:我看到声势浩大的队员们，感到无比的自豪、骄傲。 

案例分析： 

材料一:1932 年，刘长春代表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当时

报纸写道:“我中华健儿，此次单刀赴会，万里关山此刻国

运艰难，愿诸君奋勇向前，愿来日我等后辈远离这般苦难!” 

材料二:2021 年，东京奥运会 100 米半决赛苏炳添 9 秒 83 

破亚洲纪录。赛后接受采访他说我们还要完成我们的中国梦，

就是在东京赛场上扬起我们的国旗，他认为中国男子 4X100 

米接力非常有机会站在领奖台上。” 

现为我们个人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机会，扬起了我归纳们作为

中国人的自信。 

有人说:“中国梦是镜中花、水中月，是空洞的口号，

与个人梦没有关系。”请你结合材料和生活实际加以反驳。 

学生:中国梦需依靠人民来实现，虽然刘长春没能获奖，但

在国运艰难时单刀赴会，让中国人第一次出现在奥运会上，

这就是为国争光。而今，东京奥运会上，苏炳添不仅完成了

个人的体育梦想，更为国家赢得了荣誉。 

教师追问:你的举例都是杰出人物，但生活中更多的是平凡

的普通人，中国梦的实现依靠普通老百姓吗? 

学生:实现中国梦不仅依靠杰出人士，也需要每一个普通的

中国人。比如抗疫期间，青少年在社区宣传、志愿者入户排



查、党员同志冲锋在前、快递小哥送物品，无论是 80 多岁

的钟南山院士还是刚入职的不知名的医生护士，他们都用自

己的劳动守护国家的平安。 

教师总结：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有一份光发一份光，有一份

热发一份热，个人的星星之火就能汇聚成实现中国梦的蓬勃

力量。但大家都只强调中国梦依赖于个人的奋斗，难道中国

梦的实现对个人没有好处吗? 

学生：1932 年，国运艰难，刘长春单刀赴会，长途奔波，

成绩不佳;而今我们国家繁荣昌盛。为运动员参加比赛提供

了坚实的后盾，取得了奖牌榜第二的好成绩。 

教师:回答太棒了。想起电影《战狼 2》护照上的一段话:“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假如你在海外遭遇危险，请你千万不要

放弃，因为在你的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大家说护照上

有这段话吗? 

学生:齐声回答“有”。 

教师总结:这是电影的剧情，护照上其实没有，但是大家都

相信，为什么?因为这不是留在纸面上的口号，而是国家最

切实的行动，国家用它一次次的暖心行动让这句话深入人心。

所以中国梦与人民息息相关:一方面，人民是中国梦的创造

者，国家发展依赖于我们每一位中国人特别是同学们的接续

奋斗; 另一方面，中国梦的实现为我们个人生存与发展提供

了机会，扬起了我纳们作为中国人的自信。 



设计意图:通过创设学生感兴趣的奥运会这情境，让学生有

话能说、有话想说。初中已学习中国梦与个人的关系，高中

设置思辨类任务,引导学生在更宽的视野更广的角度思辨、

澄清进而增进对中国梦的情感认同和政治认同 

环节三:代言外交梦 

学科内容:中国梦与世界的关系 

案例分析： 

100 年前，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被迫在丧权辱国的《辛

丑条约》上签字。慈禧太后说:尽中华之物博，予各国之欢

心。2021 年中美高层领导战略对话，面对美方傲慢施压，

杨洁德掷地有声地反击:“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

话，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中国人从卑躬屈膝到据理力争，中国再也不是一百年前

的中国了。于是，有外国记者炒作说“中国实力增强后给其

他国家带来极大影响，中国梦实质是霸权梦，是其他国家的

噩梦!”假如你是外交部发言人，请有理有据地加以反驳。 

学生: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中国是这样说的，也

是这样做的。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在自身疫情得到控制的

同时，捐赠口罩、外派医疗团队、援助疫苗，为全球抗疫贡

献了力量。 

学生:中国始终坚持互利共赢，从未通过掠夺发展自己。我

们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上海举办世博会为各国经贸



交流搭建平台。我们在非洲援建铁路、交流技术、培养人才，

帮助发展中国家脱贫致富。 

教师追问: 两位外交官的回答展现了和平友好的国家形象。

但有没有什么时候中国理直气壮地对外国施加在他们看来

是不利的影响? 

学生:当外国侵犯我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时，比如某

国抹黑新疆棉是强制劳动、歪曲中国治理香港乱象的政策，

中国就会坚决予以反击。 

学生:比如某国扣押孟晚舟女士，企图打压华为，遏制中国

的高新技术发展。我们就会抗争到底，不惜动用国家力量保

护国民的自由。 

教师追问:中国坚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还

之”的原则，和世界同呼吸、共命运。既然中国梦造福了世

界，有些国家还要炮制中国威胁论，居心何在? 

学生:想要阻断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进程，我们坚决不

答应。 

教师总结: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说!“中国人民从来没

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过去没有，现在没有，

将来也不会有。后时，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

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 14 亿多中国

人民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由此可见，中国梦是归纳和平与

发展、合作与共赢的梦，中国梦与世界人民的愿望息息相通。 



设计意图:结合时政热点，引入两个辛丑年的对比情境，通

过让学生角色扮演，模拟外交部发言人反驳外国的“中国威

胁论”，引导学生有理有据、条分缕析地剖析观点，培养理

性的高阶思维，涵养爱国情怀。 

活动四:重温建党梦 

学科内容:实现中国梦要跟党走 

播放电视剧《觉醒年代》中陈独秀和李大钊相约建党的

片段。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请你结合视频《觉醒年代》的建党梦

和历史知识，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教师:视频中哪一段最触动你? 

学生:在积贫积弱的国家，老百姓命苦，但那个老人说，习

惯了。陈独秀为苦难深重的百姓痛哭流涕，他要为每一个人

有尊严地活着而建党。教师追问:由此可见，建党的初心和

使命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做到了吗? 

学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

谋复兴。党的奋斗历程践行了初心和使命。在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带领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让人民站起来了。在社

会主义建设时期，完成了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摆脱了一穷二白的境遇。改革开放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带领人民富起来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继续带领人民为实



现伟大复兴的强国梦奋。 

教师总结:由此可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继续巩固

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党

的十九大围绕强国梦提出“两个阶段”的战略安排是什么? 

学生: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从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设计意图:通过观看《觉醒年代》，让学生穿越到建党前的历

史，从情感上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进而启发学生

政史融合论证该论点从历史事实中得出“没有党的领导就没

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达成政治认同的过程可谓水到渠

成 

环节五:描绘强国梦 

学科内容:实现中国梦需要国家行和青年行 

1935 年 1 月 29 日，方志敏被国民党俘获，他严辞拒绝

了劝降，后被秘密杀害，时年 36 岁。方志敏在狱中写下《可

爱的中国》，展望了富强中国的壮丽愿景:“到那时，到处都

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

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935 年在狱中的方志敏憧憬着“可爱的中国”。2035 年

我们将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请为方志敏烈士描绘 

2035 年现代化国家的盛世景象，以及国家如何实现这样的



目标？要求组内交流，推选代表发言。 

学生代表:今日之中国如您所愿般可爱，在祖国的大地上处

处有欢声笑语，处处有鸟语花香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的创

造下，铁路进青藏高峡出平湖、港口连五洋、神州翱太空、

国防更坚强。为此，我们国家不断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理论

与思想，推进党的建设;加大科研投入，培育人才;发展国民

经济，实现共同富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分享现代化新

模式;完成祖国统一，洗刷百年屈辱国耻。百年弹指一瞬，

百年天翻地覆。您所期望的可爱的中国，正如您所愿般屹立

于世界的东方，我们将不负您的期望，向着下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继续前进。 

教师总结:大家给方志敏烈士描绘的景象太令人向往了，梦

想是美好的，路在脚下。我们国家还要从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全面推进，还要统筹对内对外强军治党，

凝聚各方力量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总书记说“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国家强”希望大家能把

人生的理想融入到中国梦的进程中请大家分享你的梦想是

什么? 

学生:我的梦想是消除种族歧视，因为我想让所有的民族、

不同肤色的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在现阶段我会努力学习科

学文化知识，才能够在未来更好地为消除种族歧视而奋斗。 

学生: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像您一样的人民教师。因为，在



山区偏远的地方，有的孩子还无法接受优质的教育。为此，

我会提高自身文化素质，也会在人际交往中学会与人交流分

享。 

教师:追逐梦想的路上，希望大家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未来属

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希望咱们青年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

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

望。 

设计意图:通过穿越时空的对话形式，调动了学生的参与热

情，也突破了本课的教学难点引用总书记的号召，引导学生

把个人的梦想融入到中国梦的进程中，培养了学生的社会责

任感让学生达成了知信行的统一。 

八、板书设计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复兴、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1、中国梦的本质                                       

2、中国梦的三个层次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1、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2、四个“伟大” 

三、分两步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1、“两步走”战略安排 

2、怎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