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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高校思政课教师加强党史学习教育的必要性
张永红

（山东传媒职业学院，山东 济南 250200）

摘要：高校思政课是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教学内容与党

的历史密切相关。加强党史学习对思政课教师十分必要，意义

重大。思政课教师要重视党史学习，通过多种途径加强党史学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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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迎接党的百年华诞，今年以来，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正在

扎实推进。思政课教师担负着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重要任务，

是做好思政课教学至关重要的因素。积极投身于党史学习教育

活动，扎实学习，深思细悟，对于高校思政课教师设具有重要

的意义。

一、加强党史学习教育是思政课教师队伍现状的必然要求

高校的思想政治课程，是教育部规定的大学生必修课，是

高校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主要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发

现 ，思政课的教学内容与中国共产党党史密切相关。无数为

理想和信仰英勇奋斗的优秀共产党员的事迹，是思修课学习人

生观、价值观，学习中国精神最合适的素材。党史中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历程，与毛概课的教学主线是一脉相承的。因此，

只有系统学习、掌握了党史知识，才能够上好思政课；不了解、

不熟悉党史，是很难胜任思政课的教学工作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思政课教育工作得到高度重视，思

政课教师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当前，

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已经达到十万人。大量年轻教师加入其中，

给整个教师队伍带来了生机和活力。此外，还有一部分教师系

从其他岗位转任而来。新进教师大多比较年轻，多为思想政治

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毕业，对党史知识缺乏深入系统的

学习和准确的把握，教学经验相对欠缺，在开展教学工作中，

思政课的教学效果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通过党史学习教育

活动，可以为青年教师补上这重要的一课。通过学习教育，了

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

从弱到强的辉煌历程，从而为思政课主干课程的教学打下深厚

而坚实的基础。

二、加强党史学习是对思政课教师的政治素质要求

思政课是立德树人的重要课程，思政课教师应当具有较高

的政治素质，加强党史学习教育在提高教师政治素质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学史崇德，就是要从党的百年征程中感悟、崇尚

优秀共产党人忠诚于党、为民造福、严于律己的高尚品德，坚

定理想信念，提升精神境界，使精神受到洗礼，永葆积极向上

的驱动力。学史增信，就是通过党史学习，增强信仰、增强信

念、增强信心，用信仰信心信念照亮奋斗之路，从而坚定前进

的方向。通过学习，可以从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历史中领会到马

克思主义的科学和伟大，感悟到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和伟大，从

而从党史学习教育中汲取力量，坚定理想信念。用马克思主义

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全力做好思政课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思政课教师只有自己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才能讲清楚

“行”“能”“好”三个字。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它

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

能，就在于自身的先进性，就在于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摆在最高

位置，就在于始终保持自我革命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

以好，就在于它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就在于它坚持道路、理

论、制度和文化一体化推进，就在于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人间正道。把握了这些，在课堂上才能讲清楚马克思主义

的科学性和生命力，从而增强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

才能讲清楚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从而让大学生认识到党的

伟大；才能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辉煌成就，从而让

大学生增强“四个自信”。试想，一个没有理想、没有信仰、

没有坚定的的政治立场的教师，理想是迷茫的，意志是薄弱的，

内心是空虚的，怎么能有底气去给学生讲好正确的人生观、崇

高的理想信念呢？

三、加强党史学习是思政课课程建设和教学的内在要求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贯穿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

主线，是把科学的理论学说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并取得巨大成

功的历史，和毛概课的教学内容是完全契合的。毛概课中学习

的毛泽东思想等教学内容，与我们党的发展壮大的历史脉络是

一致的。思修课里的人生观、理想信念、中国精神的教学内容，

都可以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找到答案。经过深入细致的党史

学习教育，思政课教师通过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浴火重生的

发展历史，可以真正理解到马克思主义真理在中国传播并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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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曲折历程和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

训。在讲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时才能得心

应手，向学生讲明白毛泽东思想等的发展历史，对中国革命和

建设的指导意义和重要作用。可以说，不了解、不熟悉中共党

史和中国革命史，就讲不好思政课程，就很难成为一名合格的

思政课教师。

四、加强党史学习的途径和方法

在党史学习中，要端正学习态度，充分认识党史学习教育

的重要性，既要明确方向主动学，又要把握重点系统学。要主

动学，用心学，往深里学，往实里学，真正做到学以致用。通

过多样化的学习教育形式，力求收到较好的学习效果。

（一）最主要的学习方式是深入读书

近年来，国内出版了大量党史类图书。如中央党史出版社

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国共产党的 100 年》

等可以作为党史学习的必读书目。

（二）观看影视作品也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

众多的红色影视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党史学习资源。

影视作品具有形象生动、声像俱佳、再现历史的特点，有助于

我们把握历史细节，深入了解学习党的历史。

（三）创新学习形式，探索开展体验式学习方式

要充分利用各地丰富的红色资源，开展参观瞻仰党史学习

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重要党史人物纪念馆，革命烈

士陵园等活动。如党的一大会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济南战役纪念馆等。开展现场宣誓、

主题党日、主题团日、演讲比赛等丰富多样的活动，进一步提

高党史学习的实际效果。

（四）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如建立有声阅读平台，将党史类、理论类和红色文艺图书

压缩成有声读物，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和 VR+5G 技术的传播

优势进行学习，可以收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参考文献：

[1] 李淑文 . 关于加强高校“思政课”教学实效性的几点思

考 [J]. 党史博采（理论），2006（11）：43+45.

[2] 郑益，张年 . 习近平关于党史国史重要论述融入高校思

政课教学研究 [J]. 大庆社会科学，2019（5）：9-12.

[3] 吴友石，赵宝新，赵丽新 . 试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增

强理想信念教育实效性的现实意义 [J]. 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学

报，2011，24（4）：48-49.

图文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