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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党史教育融入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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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期背景下，大力推进党史教育融入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已成为大势所趋，不仅契合中国当前实

际国情，而且符合培育全面发展优质人才的现实需求。通过系统梳理党史教育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理论，明晰新时期

党史教育融入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意蕴。简单来讲，新时期党史教育融入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利于高校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理想信念、帮助高校快速提升思政教育效果。立足新时期背景，为推动党史教育

融入高校网络思政教育，进一步提出守好“主阵地”，正确把握“知识与价值”关系；用好“活教材”，正确把握“内容

与形式”的关系；探索“新模式”，正确把握“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培育“新引擎”，释放“第二课堂”资源优势几条

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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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vigorously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into the process of onlin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has become a trend, not only in line with China’s current national conditions, but 
also in line with the practical needs of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talents for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By systematically sorting out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and onlin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value implications of integrating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into onlin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are clarifi ed. Simply put, the 
integration of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into onlin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is benefi cial for 
universities to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moral character, help college students establish correct ideals and beliefs, 
and help universities quickly improve the eff 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into onlin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t is 
further proposed to guard the “main battlefi eld” and correctly gras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and value”; Make good use 
of “live textbooks” and correctly gras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ent and form”; Explore “new models” and correctly gras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Cultivate “new engines” and unleash the advantages of “second classroom” resources 
through several practical pa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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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概念阐释与理论基础

1.1党史教育

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百年盛典的重要时刻，以及“两个

一百年”宏伟目标相互交融的关键节点，中央领导层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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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决定：全党范围内开展对党史的学习教育。这项措施意

在提升全党的历史意识，增强历史自信，弘扬优良传统，

汲取前行力量。通过学习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全党将

进一步明晰事理，坚定信念，培养高尚道德，实现行动上

的自强。这不仅是对党的历史积淀的尊重，更是对未来前

行道路的坚定和力量源泉的汲取。详细来讲，党史教育就

是以教育引导全党以史为镜、以史明志，让学习者全面了

解党和国家作出的伟大贡献和根本成就；也是以教育引导

全党不断坚定“四个自信”的过程；更是以教育引导全党

在新时期进行自我革命的过程。

1.2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网络化已成为当代大学生的

常态，对大学生思想行为造成全方位和深层次影响。可以

说，如今高校思想政治宣传工作有序开展离不开网络。这

一背景下，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模式逐渐衍生。一般而

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具备两类特性，即对象广泛性和开

放性。分别来看：第一，作为思政教育的关键组成部分，

网络思政教育要致力培养优秀人才。具体而言，网络思政

教育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引导民众参与社会，实现网络文化

平台建设任务，助力网络思政教育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第二，网络思政教育突破了传统思政教育时空界限束缚，

这可以使各类思政教育内容和形式实现共享，有效拓展思

政教育空间及渠道。

2　新时期党史教育融入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

意蕴

党史文化蕴含丰富革命精神，对中国高校思政教育具有

重要实践及理论价值。高校将党史内容纳入网络思政教育

过程，能够极大推动高校思政教育变革和创新，通过党史

文化浸染大学生，逐渐培养出契合新时期要求的复合型优

质人才。具体来看，高校将党史教育纳入网络思想政治课

程主要包含以下几点内在逻辑。第一，帮助高校落实立德

树人任务。党史教育本身蕴藏着重要德育内容，涵盖先进

思想理论及高尚道德品质。通过将党史教育充分融入高校

网络思政教育过程，能够在极大程度上驱使高校坚持“德

育为先”理念，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工作。同时，高校将党

史教育融入网络思政课程，可引领大学生逐步树立起正确

三观，推动大学生全面发展。第二，辅助大学生树立正确

信念。党史教育融入高校网络思政能够使大学生充分认识

党的思想，不断提高其政治素养。详细来讲，党史教育拥

有丰厚精神养料，可促使大学生更进一步坚定自身理想信

念，形成爱国爱党意识，促使其积极主动承担建设中国的

重任。第三，帮助高校提升思政教育成效。一方面，通过

强化党史教育与网络思政教育的融合，高校可使大学生系

统认知党的发展脉络，以培育学生爱国主义情怀，助力思

政教育工作顺利开展。另一方面，借助网络平台，高校可

收集与整合不同院校党史教育资源，丰富本校教育资源，

为思政教育提供支撑，进一步拓展了网络思政教育内容。

3　新时期党史教育融入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

路径

3.1守好“主阵地”，正确把握“知识与价值”关系

知识性和价值性是党史教育、网络思政教育固有的双重

特性，二者之间既存在联系又有明显区别，并集中统一于

教学全程。高校在融入党史教育和网络思政教育过程中，

应始终秉承价值性、知识性相统一原则，将正确且正能量

价值观融入知识传授过程。具体地，将知识作为价值的有

机载体，通过系统化党史教育知识，帮助学生正确掌握党

的发展历程、评价党的重要历史事件；将价值作为知识的

客观反映，充分发挥思政课引导价值，帮助学生逐步树立

正确三观。同时，高校在促进党史教育充分融入网络思政

课教学实践进程中，既要重视利用党史中蕴含的丰富教育

资源，又要关注发挥网络思政教育中所特含的育人功能。

在此基础上，将学党史、促思想、悟原理融会贯通，全面

释放思政课的主渠道作用，合理运用党史教育中的红色资

源激发和感染学生思想，把化抽象知识转化为鲜活事例。

通过使大学生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信仰，在潜移默化过程

中引导大学生逐渐跟党走和听党话，增强学生“四个意

识”，在知识与价值统一中达到融合教育最佳效果。

3.2用好“活教材”，正确把握“内容与形式”关系

内容与形式是党史教育、网络思政教育的重要范畴。

其中，教学内容密切关乎二者融合教学形式。而通常情况

下，融合教学形式服从于教学内容，同时依据教学内容变

化而不断变化。良好的融合教学形式不仅能够有效呈现融

合教学内容最大功效，而且能最大限度激发起学生学习兴

趣及爱好。从现实情况出发，当代大学生普遍思维活跃，

而且对新兴事物接受能力相对较强，但同时认知水平与知

识结构尚不成熟。鉴于此，高校应从当代大学生共同特性

着手，结合不同学期的不同阶段、不同学生类型分类施

策，积极探索出一种适合多数学生的融合教学模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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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教师应当充分挖掘党史教育中生动鲜活事迹，充分利

用多媒体和互联网等现代信息化工具，使学生能够积极主

动参与进党史教育和网络思政教育中。此外，思政教师应

注重以充实教学内容吸引大学生参与，以生动形式感染大

学生，将党史教育融入网络思政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和全

方位育人各方面，切实加强党史教育针对性、亲和力及吸

引性。

3.3探索“新模式”，正确把握“理论与实践”关系

一直以来，党中央都非常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工作方

法。此前，毛泽东同志早在《实践论》中就曾言明，践“

实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导，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由此

可见，科学化党史教育理论固然重要，但如果只局限于

理论层面学习，最终也会经不起时间考验。所以将党史教

育充分融入网络思政教育教学过程中，不能只局限在理论

层面的“知”，要更注重展现现实层面的“行”。同时，

网络思政教师要大力倡导学生紧密结合党史的基本理论和

新历史特点，将理论知识充分作用于化解现实问题，引导

大学生将党史知识运用到实际生产活动中，不断提高大学

生发现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通过开展特色党课、专

题培训、社会调研等活动，加深不同年级大学生对国情、

党情及世情的全面了解，利用实践活动培养大学生勇于奉

献、敢于担当的精神，将党史教育理论与网络思政教育理

论转化为大学生立身之本。

3.4培育“新引擎”，释放“第二课堂”资源优势

高校应着眼于强化“第二课堂”资源优势挖掘，组织多

样化文体实践活动，促使党史教育与网络思政教育融合开

展，为融合教学提供持久动能。具体地，高校应结合当地

实际情况，充分挖掘地方所拥有革命精神与党史魅力的红

色文化资源。在挖掘各方教育资源基础上，充分发挥红色

资源育人功效。通过紧密结合当地资源优势，打造出“廉

政教育基地”等多元融合教育实践基地，并以此设计针对

性实践教学课程，引导大学生沉浸于实践场景中，切身感

受红色文化意蕴。此外，高效教师肩负教书育人与授业解

惑第一重任，是融合教育教学活动开展的主力军，应不断

提高自身育人本领，从而通过潜移默化方式指引学生树立

正确党史观。具体而言，网络思政教师应了解党史教育重

要性，并借助数字化平台强化自主学习能力，为大学生树

立标杆效应。在此基础上，高校也可根据教学要求安排思

政教师进行研修、基层挂职实践等方式，持续加强其党史

教育意识，提升网络思政教师综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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