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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党史知识，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高校、深入大学

生、深入人心是非常有必要的。青年大学生作为党的后备军，

更应该学习和了解党史。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就是要

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地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索养、引领价值导

向。充分发挥党史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正当其时，

十分必要”。

1　党史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意义

1.1 鼓舞斗志，明确方向

中共党史给青年大学生展现了一个世纪以来我国翻天复地变

化的图景，涵盖了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青年大学生在学

习与对比中可以了解党、爱护党，为将来的学习和生活鼓舞斗

志，明确方向。新时代的青年大学生，没有经历过旧中国，也

没有经历过残酷的战争，旧中国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会产生中国

党？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他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社会实践，

就无法有深刻的体会。所以党史教育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是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党史教育，让当代青年大学生了解党的

奋斗历程，从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等精神中深刻感悟党人

的初心和使命，鼓舞当代青年大学生在新时代发扬精神，提高

斗志，明确学习和生活方向。

1.2 坚定信念，凝聚力量

通过对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学习，可以让更多的青年

大学生深刻认识我们今天享受的是革命先烈奋斗的成果，如果我

们只是躺在这块土地上一味的享受，那么这块土地将和我们一起

荒芜。从而帮助当代青年大学生增强组织性、纪律性，坚定信念，

凝聚力量。信念是这个新时代最需要也最缺乏的内容。当代青年

大学生出生在一个和平的年代，一个富饶的国家。舒适安逸的环

境中成长，让更多的当代青年大学生丧失信念，缺乏信心。我们

党是一个具有严密组织、铁的纪律的大党，正是有着铁的纪律和

优良作风，才有了顽强的战斗力。当代青年大学生更应该学习这

些优良作风，才能有组织、有纪律、有信念、有目标。

1.3启迪智慧，砥砺品格

当代青年大学生在党史学习中，能够感受到党人的智慧担当

和品格担当。我们知道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

党的一百年历程中，一直用实践坚持了这样一个宗旨。为人民的

解放、民族的独立英勇奋斗，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建

国之后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

就。又通过改革开放，让全体人民富裕起来。时代在变迁，党的

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我们要在变化中发展，适应每个

阶段的发展需求，同时我们要不忘初心，坚持党的宗旨不动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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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当代青年大学生从中能够学习到党的实践创造的大智慧，党的

不忘初心的大品格。

2　党史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要内容

2.1理想信念教育

党的光辉历史，是一部最生动的思想政治教科书。在100

年的奋斗历程中，党寻找着伟大的理想目标，坚定了共产主义

信仰，运用马克思主义带领人民开创了新的历程。从目标的确

定，到理论的指导，再到革命的实践，这艰辛历程贮藏着党人

的努力智慧、坚韧毅力和实践创新，当代青年大学生要从党的

历史中坚定目标，寻找自己的理想信念，为之奋斗；学习运用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发现和解决实际问题，活学活

用；树立正确的三观，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引导我们走向正

确的人生之路，人生之路走对了，才能肩负起社会的责任；树

立“大历史观”，要懂得以史为鉴，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

中探索和发现历史发展规律，看清历史趋势，抓住历史机遇。

将历史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潮流相结合，才能目标远大、方向

正确、信念坚定。

2.2爱国主义教育

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是当代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党史学

习，每位青年大学生都应该深刻理解“没有党就没有新中国”。党

领导中国人民选择了通过新民主主义走上了社会主义,并沿着社会

主义方向继续前进的道路。历史证明这条道路是一条通往光明的

道路。中共党史帮助青年学生坚定了社会主义方向,建设新中国，

开创新天地。青年大学生在学习党史的过程中，能够理解新中国

的来之不易，能够更加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更能够增强对国家

的责任感和对民族的自豪感。

2.3民族精神教育

中华民族精神不是抽象的概念，它是具体而生动的。在五千

年的灿烂文明中生根发芽到郁郁葱葱，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的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团结统一、爱好和平的民族精神。我们

党发扬了这种民族精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体现出党人不同的历

史精神。在革命战争时期，不怕苦、不怕死，坚定理想、坚定信

念，勇于斗争、勇于创新，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

精神和西柏坡精神；新中国成立后，不畏艰辛、团结一致、勇于

挑战，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又形成了大庆精神、

抗震救灾精神、奥运精神、抗疫精神等。这些精神是党人先进性

的体现，也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它们能够激励大学生学习先进、丰

富精神食粮，增强民族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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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价值导向教育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当代青年大学生价值观呈现多元化

发展，特别是现在国内外形势复杂，一些西方国家利用青年学

生，制造一些事端，小事变大，无事生事，歪曲历史。价值

观是文化的核心，应该警惕西方文化的入侵，警惕西方价值观

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同时随着青年大学生生理和心理的逐渐成

熟，价值观念也逐渐形成。学习党史，要引导青年大学生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历史观，特别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

领。学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抓住重点，牢

牢把握正确舆论方向，引导当代青年大学生正确认识党的历史，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3　党史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方法途径

3.1发挥思政课堂教学主阵地的作用

在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中，应充分发挥课堂教学

主渠道作用，强化“两课”。在教学中，我们要把党史说清

讲透，要既有理论性、又有亲和力，用真理的强大力量引导学

生，用生动的党史故事贴近学生；既有价值性、又有知识性，

将价值观引导于党史知识传授中；既有建设性、又有批判性，

通过党史学习传导主流意识形态，树立正确的党史观、价值

观，直面各种错误观点和思潮；既有统一性、又有多样性，统

一教学目标、教学要求、教学管理等，又要因地制宜，因材

施教；既有主导性、又有主体性，党史教学离不开教师的主

导，同时要发挥学生主体性作用，注重党史学习的启发性教

育，不是一味的灌输内容，引导学生在党史学习中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思考问题，启发中让学生认识更加深刻，水到渠成

得出结论。

3.2 运用“互联网+ 党史”新方式

年轻人几乎是无人不网、无日不网、无处不网，谁赢得了

互联网，谁就赢得了青年。党史教育要善于运用年轻人特点，

采用新媒体技术，推动党史教育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创造

“互联网+ 党史”学习新模式，可以在高校开设党史专题网站，

开辟党史英雄人物介绍、党史事件介绍、党史竞赛活动、党史

成果展示等栏目，注重内容的丰富性和吸引力，将知识性、竞

争性、趣味性融为一体，使党史教育更加丰富生动、效果显

著。还可以充分运用“学习强国”、“青年大学习”等平台，

学习新思想、党纪党史等内容，注重党史知识平时的积累，注

重党史在互联网中亲润、感染、熏陶，实现如芝兰之室久而自

芳的效果，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联网上线，体现时代感和

吸引力。

3.3探索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

一是把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活动结合起来。通过观看纪录

片、影视资料、参观红色教育基地、走访革命前辈、重走革

命路等社会实践活动，把党史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

教育、民族精神教育、价值导向教育结合起来，将个人发展和

社会变化结合起来，激发青年大学生热爱自己、热爱人民、热

爱祖国、热爱中国党、热爱社会主义的真挚情感；二是通过组

织党史学习交流会、党史知识竞赛等，由学生自己学习和讲解

党的历史，达到自己教育自己的目的；三是通过组织校园文化

活动，比如党史文艺演出、红歌大合唱等，通过丰富多彩的校

园文化活动展示党的历史风采，通过同学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更易

学习和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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