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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加强学生党员党史教育的路径探析

潘泓序 巩宇飞 李海翔 王东京

桂林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广西桂林 541006

摘 要：在新时代背景下，构建适合高校学生党员党史学习的教育路径，提高党史教育的实效性，是高校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文章提出通过充分利用课堂教学作为党史教育的核心渠道、专题深化学生党员对党史的认知、依

托爱国主义教育，推动党史、爱国教育共建设，利用大数据创新党史教育模式等路径开展党史教育，为高校开展学生

党员党史教育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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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ath of Strengthening the Education of Student
Party Members' Party Histor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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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it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build an educational path suitable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learn the Party history an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The article proposes to make full use of classroom teaching as the core channel of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deepen students' Party members' cognition of party history, rely on patriotism education, promote the co construction
of party history and patriotic education, and use big data to innovate the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mode to carry out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carry out students'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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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优

良传统。 大学生党员通过党史学习，有助于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共产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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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随

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西方颓废价值观和历史虚无主义

开始在校园蔓延，对高校学生党员思想教育提出了挑战。

在新时代背景下，构建适合当前高校学生党员党史教育的

路径，将学习学习党史落到实处，激发爱国热情，提高党

史教育的实效性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1.党史教育的当代价值

文化价值取向是指文化以其科学的价值判断和先进

的价值取向，在人与社会全面发展中的积极引导和促进作

用，先进的科学文化可以引导和推动社会向更高的价值发

展，追求理想信念的发展。在当代社会，党史文化的重要

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党史文化可以深入挖掘和

提炼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内核，供后人学习借鉴。党史文化

的发展可以凝聚全党的力量，加强党的领导地位。新时期，

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到新的阶段，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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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先行者，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中国

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先进生产力和

先进文化的代表，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因

此，中国共产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具有

绝对的领导地位。长期以来，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新

时代党史文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体现的文化，

仍然是人民利益的代表。 2018 年宪法的修改，标志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中国宪法，这既是对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同，也是新时代党历史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领导思想，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终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是最终理想。可见，新时代发展社

会主义必须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高校学生党员作为新

一代社会主义接班人必须加强党史学习教育，在党的领导

下贯彻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来为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2.新时代党史教育发展趋势

新时代新形势下，党史文化也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充分发挥时代价值。新时代新形势下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

立场和观点研究党史，始终践行中国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

角色。党史文化的学习和实践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深

刻掌握各级领导对党史论述的科学方法，认真学习如何用

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党史文化，在解决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过程中，应用科学的观点、唯物辩证法的方法、基

于历史具体的观点，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要运用发

展的视角来分析和提交。

3.新时代高校加强学生党员党史教育的路径

3.1 充分利用课堂教学作为党史教育的核心渠道

课堂教学主要是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有组织、有计

划的方式将党史教育内容纳入课程思政。此外，在课程思

政理论实施的背景下，可以挖掘相关党史资料，将历史与

课程教学相结合，引导学生学历史，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从历史中学习。同时，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通过历史知

识、相关视频和图片的教学指导，加强高校学生党员对党

史的全面了解。开展有针对性的主题实践教育活动，要把

课堂设置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特定历史场景中，与教育

产生共鸣，加深学生对党和国家发展的情感认同。通过对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学习，

有利于大学生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理论、制度和文化，分

析当前党和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增强对党和国

家发展的信心。对于学生党员来说，有利于坚定共产主义

信仰，明确时代赋予大学生的历史使命。课程教育资源的

开发和教育形式的创新，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党史和教育

的有机融合。随着教育现代化的不断推进，教育的形式和

内容更加丰富，交流的渠道更加广泛，也有利于激发学生

党史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3.2 通过专题深化学生党员对党史的认知

在高校学生党员党史教育中，广义课堂教育不能代替

专题形式的教育路径，党史教育作为系统性、专业性的学

科体系，需要以专题形式深入开展。根据时政特点，围绕

党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专题，以讲座和专题教学的形式进

行深入讨论。通过专题的知识学习，可以引导当代高校学

生党员积极探索党和国家在历史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形成

正确的价值观和国家发展观。通过个案研究和历史分析，

使广大学生党员认识到，党在中国社会的执政地位及其历

史发展进程是历史的选择。面对新时代挑战，我们要勇于

承担责任，激发时代使命感，培养承担责任的精神。党史

教育结合学习班、党校和创新创业教育等机会，面向不同

群体，多层次、综合性、常态性地开展，确保高校学生党

员有党史教育更直观、更有针对性。

在党史教育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相辅相成。利用不同

地区间的历史文化遗产和教学基地建设，让高校学生党员

在当地红色文化基地感受历史传承中的中国共产党为国

家和民族作出的伟大贡献，深刻感悟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

为人民的初心宗旨。利用校址红色资源对学生进行党史教

育，积极引导学生从社会发展建设的特色活动的实际体

验。这将使大学生在红色文化基地感受党和国家在革命和

建设年代为民族独立和国力所做的努力，深化大学生在历

史遗产文化与民族团结之间的有机融合，更有真切地理解

中国社会道路在历史进程中最终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必然

性。

3.3 依托爱国主义教育，推动党史、爱国教育共建设

爱国主义教育在高校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占有十分

重要的地位，它也是统治阶级在历史背景下实现民族团结

和民族情感认同以培养学生的一种教育形式。把爱国主义

教育与党史教育相结合，是实现党史教育全面发展的核心

表现。也可以让大学从爱国主义教育中找到自己的归属

感，在党史学习中激发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积极在爱国

气氛中产生党史认知，利用党史可以有效地为爱国主义教

育提供支持，在教育过程中可以将党史融入爱国主义教

育。同学们从党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体会到了中国社会

的不同阶段，如革命阶段、建设阶段、改革阶段等等长期

奋斗中铸就的伟大精神。从革命精神的发展和传承可以看

出，现代文明的建设需要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感的激发，只

有在历史文化传承中认清爱国主义对时代发展的贡献，国

际发展形式和文化才能自觉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

3.4 利用大数据平台，创新党史教育模式

从历史教育发展的角度看，当前的教育社会环境已经

进入网络化时代，这也深刻影响了党史教育的传播渠道。

因此，在高校学生党员党史教育中，可以利用网络文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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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平台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明确网络资源和网络平台

的重要性， 建设党史教育网络平台。在相关调查研究中

可以发现，很大一部分学生希望通过在线教育平台接受党

史基础教育。针对这种情况，高校院校需要以网络的形式

实现党史教育的推进和发展。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深入推进，传统文化的传播逐

渐从电视、电影、报纸等信息传播形式向更高层次的新媒

体渠道发展。电视、电影、报纸等传统的媒介，对当代大

学生党史教育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网络可

以有效解决传统传播的时效性和文化特征，从知识竞争、

时空习惯、网络习惯等方面入手，利用网络展示不同的文

化，更好地实现在学生中传播党史教育效果，实现高校院

校办学模式创新。但另一方面，目前大多数高校对网络平

台的使用仅限于校园官网建设，普遍缺乏应用等，跟不上

网络平台的影响和传播。网络技术对教育的时代发展，网

络文化传播过程中的虚拟化和数字化对网络空间产生重

大影响。目前，学生从小就生活在网络文化的传播中，利

用网络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由于网络空间和网络文化的

不成熟和监督制度的缺失，大学生在思想价值取向上受到

网络文化的影响，表现出非主流的文化审美，思想上的过

度娱乐，对国家和社会人民的认识薄弱，缺乏相应的责任

感。此外，一些现代文化媒体对国史和党史的戏剧化表达，

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史和党史传播的严肃性和真实性，

不断挑战着学生党员接受党史教育的及时性和权威性。

高校党史教育要利用网络技术平台，培养内涵精神，

发挥文化硬实力。同时，利用党史教育引导网络平台实现

强大的技术支撑，深化高校院校在党史教育网络平台上的

交流和教育支撑，引导学校在网络文化传播建设方面投入

资源，为网络建设发展提供更加扎实的技术支持和硬件支

持文明。相应地，教师应积极投入在线教育，为党史传承

提供智力保障，多路径建设适合高校院校党员学生认知体

系的党史教育网络教育体系，构建在党史教育中的思想地

位。

在党史网络化教育过程中，要从学生的心理特点和需

求出发，在教育内容和形式上着力突出知识体系的影响力

和吸引力。把党史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有效衔接，利用三

维网络技术平台，在网络空间有力发声，占据主流文化传

播地位，推动党史在线学习资源平台上的教育主导地位。

4.总结

高校加强学生党员党史教育的途径和渠道多种多样。

一是要发挥课堂教学的主体地位，发挥课程教育在课堂教

学中的主导作用。二是要把党史教育融入爱国主义教育，

做到理论、实践相结合。三是党史教育作为一个系统的知

识体系，要通过讲座、党校等方式，在学生党员、团员等

不同层次上深化理论认知，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

观，明确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四是要积极利用网络等信

息技术，创新教育平台，丰富教育形式，从新时代大学生

的心理特点出发，实现党史教育的时效性。通过内容与形

式、手段、平台的创新与拓展，展现教育资源的思想性和

趣味性，挖掘教育资源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特

色，实现党史教育培养的功能，进而激发当代大学生的历

史责任感，树立当代大学生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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