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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标准推进党史学习教育，高质量筑牢大学生理想信念
刘云璐　王琳

（大连外国语大学，辽宁 大连 116044）

摘要：大学生理想信念关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未来。新时

代背景下，要把党史学习教育和推动青年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常

态化、制度化两项工作有机结合，不断增强青年学生理想信念教

育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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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党史不仅仅是全体党员宝贵的精神财富，亦是整个中华

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党一直以来重视加强对党的理论、党

的历史的学习教育，明确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是鼓舞斗

志、明确方向的定盘星和指南针。

光荣传统坚定信念、凝聚力量，实践创造启迪智慧、砥砺品

格。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建设者，他们的理想信念关乎国家的命运，

民族的未来。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与渗

透，如何使大学生抵御外来文化冲击，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

筑牢大学生理想信念，使其能够坚持正确思想道路。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应该将党史学习教育与推进青年大学生

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与制度化紧密结合，增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

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一、学党史以明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信仰、信念、信心，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

马克思主义有极强的科学性与普遍性，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过程是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不断进化的，对于推动个人成长、民

族进步以及推动社会的发展都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目前，国际政治经济的形势日趋于复杂，网络环境日趋开放，

社会文化理念日趋多元，广大青年学生对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

信仰认识不深。在这个时候，我们更是应该珍视无产阶级革命家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在党史学习中，注重吸收革命前辈坚持真理，为实现民族独

立、国家富强、民生幸福，可以抛头颅、洒热血的坚定信仰。作

为青年一代，广大高校学生要在学习党的光荣历史的过程中，从

深层次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增强理想信念，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主动体悟马克思主义真理和内

涵，深入了解当下的马克思主义也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争做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用党史来鼓舞斗志、坚定信念、

启迪智慧、开创未来，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二、学党史以修身

《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

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在现代社会也是如此，

青年学生走向社会前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加强自我修养，树立正

确的价值观、事业观。

纵观党史，修其身一定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为人处世的第一要

义。这要求我们广大青年学生要以优秀的共产党员为标尺、为表率，

在熟识党史的基础上，以优秀党员的真实事迹鼓舞带动青年学生，

让他们自觉萌生党员的崇高责任感，向这些先进党员看齐，将这

些优秀党员精神接替传承下去。

在整个共产党历史的百年长河中，许多优秀共产党员之所以

能够摆脱功名利禄的诱惑、作出正确的抉择，就是因为他们时刻

以党性立身、严于律己。

广大青年学生是未来社会的中流砥柱，应该在今后的事业中

不断的继承、发展和创新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要以此次党

史学习教育为契机，树立历史眼光，自觉传承党的优良传统，修

身正己，进一步端正“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念，注重个人精神

品格的塑造，达到修身效果。

三、学党史以自强

百年薪火，自强不息。“唯其艰难，更显勇毅”。党的百年

历史从“红船精神”到新时代的“抗疫精神”，一路走来风雨兼程，

更显辉煌。

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艰难历程。

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带领着中国人民最

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并坚持一步步走来，靠的就是矢志不渝、

敢于探索的艰苦奋斗精神。

在这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曾涌现一批又一批烈士、

英雄以及先进模范。在革命年代，他们敢于抛头颅、敢于洒热血，

在和平年代，他们敢登攀、求真知、勇探索。学习党史要把将

历史与现实对照起来、历史同经验结合起来、将历史与生活联

系起来。

根据新时代和新形式的需要，加强向这些烈士、英雄及先进

模范的学习，富足青年学生的精神生活，提高青年学生的使命感

和担当。

因此，我们主张广大青年学生在学习党史的过程中，要学会

把这些人物当作人生道路上的坐标和向导，从这些先辈手中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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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精神的“接力棒”，在新时代将这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继

承下去，不负青春，勇担重任。在学党史中强筋壮骨，在新征程

上接续奋斗、开拓创新、坚毅前行。

四、学党史以奉献

奉献是共产党人常讲常新的话题，学党史就是要把党百年奋

斗历程和优良传统内化于心。我们的党一经诞生，就鲜明地把奉

献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党的奋斗史、发展史也即是一部奉献史。党在十九届四中全

会曾绘制出我国未来社会发展的蓝图，即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强调：“追梦需

要激情和理想，圆梦需要奋斗和奉献。”学党史、做奉献，是把

从党史中学到的精神落实到行动中、真正体现在工作上。

因此，我们希望广大青年学生要时刻以良好的精神状态面对

未来，要攻坚克难，敢为人先。用党史中学到的优秀典型不断激

励自己前行，要时刻牢记奉献精神，把奉献精神落实到为人民群

众服务中去，把学史力行办实事落到实处。

新时代的国家建设强烈呼唤广大青年学生的奉献精神，因此，

高校在做党员政治教育的过程中，一定要鼓励青年学生把学党史

和用党史结合起来，用实际的工作成绩、用持之以恒的奉献来庆

祝党的百年华诞。

五、学党史以实践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我们要始终端正态

度学党史。学党史是具体的、实践的，要把党史学习作为一种觉

悟和责任，要教育广大青年学生坚决克服脱离实际学习的倾向，

克服为学习而学习的思想。要脚踏实地学习党的光辉发展历程，

在实践中去不断磨砺自我、努力提升自我。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青年学

生既是发展成果的见证人，也是发展成果的分享人，同时也是复

兴目标的实践人。广大青年学生更要以自己的实践，努力成为党

史新篇章的书写人，要将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新发展阶段解

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以史为鉴，在对党史的学习中探索历史发展

的客观规律，从中提炼出现实可借鉴的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党史同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

动工作结合起来，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从党的发展前进

历程中汲取精神力量并注重对于经验教训的概括与总结，将党史

学习与中国特色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紧密结合，创新工作内容和

方法，做到学史力行，用党的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做到知

行合一，在新的历史阶段要用更加昂扬的态势与卓越的成绩来迎

接建党一百周年。

六、学党史以传承

学党史，要教育引导青年学生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

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不懈奋斗与顽

强拼搏，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

提供了丰厚滋养。

必须认真学习党史，弘扬红色文化、赓续红色精神，汲取智

慧力量，增强使命担当，弘扬党的光荣传统与作风，保持共产党

人的忠诚本色。

党的精神谱系是党一百年来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

质以及精神脉络，广大青年学生只有将其深深镌刻在心中，才

能内化成稳定而持久、自觉而执着的认同感和责任感，才能在

学习历史中汲取信念力量、恪守初心使命，将个人理想融入社

会理想，在努力实现个人理想的过程中为社会建设的伟大进程

添砖加瓦。

七、结语

百年党史是广大青年学生奋斗发展最好的教科书，要从百

年党史中感悟思想伟力，回望过去，展望将来，从百年奋斗的

经验中汲取前行的精神力量。广大青年学生要把学党史作为终

身必修课，以史为鉴，以史为镜，在学习党史中找准自己的方

向与目标，明确党的发展方向，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赓续党

的精神血脉，把自己的梦想融汇进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征

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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