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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融入高校思政课研究

邓　孛　王雪涵

云南工商学院　云南昆明　651700

摘　要：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提出以来，社会各界反响热烈，纷纷组织学习。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作为

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理应进入高校思政课堂。笔者于 2022 年在任教高校开设《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选修课，

根据实践教学经验，系统地分析研究了将该课程融入高校思政课堂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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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我党通过一百多年的艰

苦奋斗，凝结的宝贵财富。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

出，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

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新时代的大学生，应当传承这一笔宝

贵的精神财富，方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合格接班人。

1.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简介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

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2021 年 9 月 29 日，党中央批准了

中央宣传部梳理的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

大精神，并予以发布 [1]。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可分为五部分，分别为中国

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时

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中央宣传部梳理的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 [2]，与中国共产党史紧密联系在一起，

多与党史中的重要事件、人物有关。

自该精神谱系发布以来，全国各地各级党组织掀起了

学习的热潮，不少单位党建文化墙的内容也是谱系里的各种

精神。笔者于 2022 年春季学期开始，向全校本专科学生开

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选修课，该课程已成为最

受学生欢迎的选修课之一。

2.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融入高校思政课程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包含四十多种精神，这些精

神与中国共产党史紧密相连。例如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和

长征精神等，对应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到红军长征

完成伟大的战略转这段历史 [3]。又如学习抗战精神、东北抗

联精神和老区精神等，有助于深入了解我国抗日战争时期的

历史。可见学习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可以从另一个角

度加强对中国共产党史的了解，是必修课《中国共产党简史》

的重要补充 [4]。

学习该课程，能使选修的学生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的

成立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变化，能让学生明显感受到在

党的领导下，国家越来越强大，人民越来越富裕，民族越来

越有尊严 [5]。

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学习，有助于提高学生对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精神谱系描述了历代中国共产

党人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攻坚克难留下的伟大精神，正是

在这些伟大精神的支撑下，才有了今天繁荣富强、和谐美好

的局面，当今大学生才拥有岁月静好的生活。该课程用大量

具体的事例，展示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引导学生如何树立正

确的价值观，增强学生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摒弃片面、偏激的思想。

3.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融入高校思政课程方式的

探索

3.1 紧扣中国共产党史

前文中已提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与中国共产

党史的关系密切，因此掌握好中国共产党简史是必要的前

提。在课程设计中，应当首先详细讲述每一种精神谱系所蕴

藏的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等。例如学习遵义会议精神，

应当先导入苏区的建立、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湘江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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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等知识点，由此突出遵义会议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中

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领导革命的难能可贵的精神。又如学

习延安精神，应当认真研读瓦窑堡会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六届六中全会、大生产运动、南泥湾军垦屯田、局部执政、

整风运动、六届七中全会、中共七大等中国共产党简史中的

知识点，学生方能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何能从弱小走向强大，

能带领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独立。

3.2 与红色资源结合

随着近年来有关部门对红色资源的挖掘和开发，中国

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的很多种精神，都能通过纪念馆、革

命遗址等方式得以体现。授课教师可以带着学生，以旅行者

的身份，沉浸式体验各红色景点，了解其背后的故事和精神。

例如学习建党精神，可了解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学

习红岩精神，可了解重庆的渣滓洞、白公馆等爱国教育基地。

此外，还有体现西柏坡精神的西柏坡景区，体现红旗渠精神

的红旗渠景区，体现塞罕坝精神的塞罕坝机械林场等，都已

建设成为颇有名气的旅游景点。有的精神谱系则通过具体的

建筑工程体现出来，如“两路”精神的结晶是青藏公路和川

藏公路，西迁精神的成果是西安交通大学，青藏铁路精神以

青藏铁路这一超级工程展现出来。

各地区也能通过当地特有的红色景点、工程等，再现

精神谱系中的某些具体的精神。如云南的扎西会议遗址、渡

金沙江遗址、柯渡红军纪念馆等，可作为讲述长征精神的素

材。又如黑龙江的大庆油田再现了大庆精神，北大荒军垦农

场再现了北大荒精神等。

3.3 与热点新闻结合

改革开放以来的精神谱系，往往都能与某些热点新闻

结合在一起。如女排精神，授课教师应当为学生讲述 1981

年至 1986 年中国女排获得“五连冠”的故事，即中国女排

先后获得第三届世界杯排球赛冠军、1982 年世界女子排球

锦标赛冠军、洛杉矶奥运会冠军、第四届世界杯排球赛冠军

和第 10 届世界排球锦标赛冠军，她们完美地诠释了顽强拼

搏、团结奋斗、无私奉献、为国争光的中华体育精神，让中

华儿女热血沸腾，给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带来了

巨大的信心。

又如新时代北斗精神，授课教师应为学生讲述 1993 年

的“银河号”事件。即 1993 年 7 月，美国无中生有地指控

中国“银河号”货轮将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运往伊朗，并关

闭了该区域的 GPS 信号，使得“银河号”货轮在大海上漂

流了一个多月无法返航，最终被迫在沙特阿拉伯的达曼港接

受检查。这样的屈辱使得我国明白必须发展自己的卫星导航

系统。于是在 1994 年，我国启动了北斗一号系统的建设工作，

2020 年，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开通。经过一代

代航天人的披荆斩棘、不懈奋斗，此类的屈辱将不再发生。

此外，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

人航天精神、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等，都能通过回放大

量的热点新闻，让学生深入了解其后的背景。

4. 课程教学方法浅析

4.1 理论讲解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多以地点、时间或人名命名，

具有特定的思想内核，通过理论讲解的授课形式，依然是

讲授该课程的主要方式，但同时授课教师应当避免照本宣

科。该课程多与具体的事件、人物相关联，因此当充分激

发学生的好奇心，引导他们带着问题学习，自主探究其中

的来龙去脉。

4.2 时事新闻讲解

授课教师可每周或定期与学生分享该时段的重要时事

新闻，寻找这些新闻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结合点。

例如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提到过“一带一路”和

乡村振兴，这与谱系中的丝路精神和脱贫攻坚精神关系密

切。又如 2023 年 11 月，第十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

这一则新闻让社会各界强烈感受到了抗美援朝的伟大精神。

近期还有神州十七号的成功发射、国产大飞机首次执飞商业

航班等，都体现了课程中的某些精神。

时事新闻关注度受关注度高，更容易激发学生的兴趣。

通过定时分享时事新闻，能很好地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的深刻内涵。

4.3 参观红色景点

带领学生参观红色景点，可以极大促进学生对知识的

理解，提升他们的学习兴趣。但受制于时间、经费和安全管

理规定的限制，参观红色景点的教学方式难以广泛开展，授

课教师可以因地制宜，选择参观具有地方特色的红色景点，

抑或通过“云”游览的方式，在线参观部分经典的红色景点。

5. 结语

学习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有益于学生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筑牢政治底色。该课程内容丰富，博大精深，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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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多门课程交叉。不断完善该课程与高校思政课程融合的路

径，提升大学生对思政课的参与度，后期笔者还将进一步探

索思政课程的授课方式，以期将高校培根铸魂的使命落到实

处，增强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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