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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
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重视党史文化的积极影响力，将党史文化发展成日常教育的
重要思想内容。

1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丰富党史文化的必要性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丰富

党史文化，教育广大青年大学生不忘过往，不忘来路，才能在
担当新时代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中行稳致远。

党史文化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大学
生“三观”教育的重要载体，是支撑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源
泉，是新时代落实立德树人总任务的根本需要，有利于破解当
前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体系中党史内容外显性、常态化不足，长
期处于“隐而不彰”的境遇，也是回击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
潮消极影响的迫切需要。

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思想状况和行为方式在
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代青年的精神状态。通过党史文化的学习，让
大学生熟知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精神作风，帮助大学生在日益
复杂的社会变化中，自觉抵制不良思想的影响，发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2　用党史文化补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短板
政治素质是当代高校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首要因素。然而，

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内容的单一、教学方法的枯燥、西
方腐朽思想的冲击等原因，使得大学生的综合素质特别是政治素
质的状况令人担忧。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用党史文化深化思想政
治教育内容，让大学生树立强烈的使命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而学习。

2.1用党史文化中的精神谱系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增强
育人的凝聚力

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美援朝精
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小岗精神、载人
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
人的精神谱系。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承载着共产党人风雨征程中
的红色基因，是党的经验与教训的总汇。将这些穿越时空、在今
天依然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精神谱系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
让大学生“知所从来，明所去处”，用它们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用精神的强大实现当代大
学生使命担当的凝心聚力。

2.2用党史文化中的生动故事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增强
育人的感染力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在同一信仰凝聚
下、同一信念引领下、同一追求驱动下始终不渝进行奋斗和探索
的过程，历史中蕴藏着丰富的可歌可泣、启人思考、催人奋进的
故事。用真实生动的党史故事为一些晦涩难懂的思想政治理论知
识提供灵动鲜活的依据，有助于大学生尊重历史、敬畏历史，抵
制历史虚无主义，树立正确的历史价值观，让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富有温情，富有亲和力，使学生在学习中有真实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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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史文化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核心组成部分,用党史文化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落实立德树人的总任务。但
当前党史文化教育存在短板。探索思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开展党史文化教育的必要性，创新党史文化教育的思路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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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用党史文化中的档案史料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增强
育人的实效性

把党史作为一门学科，是具较强党性与政治性的学科，同样
承担着“育人”的功能，这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功能是一
致的。因此，学习党史文化中的档案史料既能丰富思想政治教育
内容，更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增强档案史料的史实考
据……培养档案信息的转化与表达能力……做好中共党史研究的
规范、话语转换工作”,充分发挥档案史料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
的价值和作用。

3　以党史文化丰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思路
3.1丰富党史文化教育社会实践基地
深挖本地区的党史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构建社

会实践实习基地。利用周末、假期等时间，引领学生参与基地
的建设，积极了解当地党史文化中的感人故事，结合当地出现
的各种英雄人物、模范人物与杰出人才，积极宣讲他们的事
迹，与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相融合，推而广之，以点带面，深
化学习，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100 年以来的伟大实践，从实践
中去除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化倾向的缺点，增强思想政治教育
的实践性。

3.2丰富党史文化教育培训模式
开设“青马”培训班，在培训班中开展包括理论模块、实

践模块、能力模块的“三段式”课程培训。理论模块可以专
家讲座、阅读著作、自由讨论等形式进行，不断积累和深化理
解党史文化；实践模块可让学生积极参与社会调查、报告撰写、理
论研究等，掌握文献搜索法、社会调查法等，在实践中了解党史；
能力模块可让学员们用多种方式进行宣扬，提升实践操作能力，
创新模式、独立思考。通过模块组合的课程学习，坚持从党史文
化角度出发，多种教学理念融合，综合多种实践模式，才能真正
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意识，从而达到提高政治素质的目的。

3.3丰富党史文化教育学习载体
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可着力建设和创造丰富的党史文

化的环境载体，扩大校园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设置特定的时间
宣讲党史文化，做到时时可闻、处处可见，为大学生学习和了解
党史文化提供良好的氛围。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借助互联网平
台，设置党史知识的微信公众号或者网页，用大学生喜闻乐见的
方式，打造网络学习社区，教师和学生可以在互联网平台上进行
交流，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通过真实
的党史文化,在应对错误思潮中引导舆论导向。

新时代大学生，是民族复兴重任的践行者，学习党史知识，加
强党史文化教育，并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党和
国家发展能否后继有人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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