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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党史文化

党史文化是指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以及党的自身

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所形成的文化。主要体现在物质、精神、制度等

层面上，党史文化内容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党的辉煌

历程和取得的丰硕成果、党的优良作风和思想路线、党的革命精神

和时代精神等四个方面。党史文化是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和

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历久弥新，为国人提供精神支

撑和心灵慰藉。党史文化作为我国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优秀文化，具

有丰富的内涵，且拥有着巨大的价值和意义。

2　党史文化教育对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意义

2.1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百年党史蕴含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元素，在党的坚强领导

下，我国实现了从积贫积弱、国势衰微、到综合国力跻身世界

前列的转变，这些都是党的历史上熠熠生辉的不朽篇章。通过

向学生讲述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的一系列事件，以及革命烈士、英

雄人物、模范人物为国家、为民族奋斗的事迹，能够激发学生的

爱国主义情感，促使学生自觉将个人志向与民族振兴紧紧联系在

一起，把青春奋斗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2.2有利于筑牢大学生的理想信念之基

在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历经曲折而不畏艰险，屡受考

验而不变初衷，由小到大，由弱变强，靠的就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

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通过向学生讲述党追求理想信念、践行初心

使命、发挥政治优势、继承优良传统的实际案例，以丰富多样的教

育方式再现生动的历史，能够引导大学生思考我们追求真理的精神

内核，让大学生懂得人的初心使命，懂得坚定的理想信念的价值，

进而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筑牢理想信念的基石。

2.3有利于催化大学生成长成才

党史就是一部磅礴伟力的奋斗史，通过团结奋斗，带领广大

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

想，在经济、文化、科技、工程等领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辅

导员带领学生学习党的历史，一方面有助于他们从党的历史中汲

取源源不断的人生力量，进而引导他们积极面对和化解学业低谷、

人际困惑、家庭矛盾、心理危机、择业彷徨。另一方面，党的历

史所蕴含的精神力量，可以帮助青年学生激励斗志、振奋精神、克

服难题，以党史教育催化大学生成长成才。

2.4有利于提升大学生坚强的意志和奋斗力

回望百年党史，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我党形成了红船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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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长征精神、改革开放精神、抗洪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

精神，为新时代奋进之路提供了坚韧的精神支撑。通过党史文化

教育，能够使这些伟大精神成果化作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无

形纽带，转化为深沉、持久地激励新时代大学生前进的力量，有

利于引导大学生继承矢志奋斗的精神基因，立鸿鹄之志，勤奋学

习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进而更加努力增强自身服务社会的

能力本领，成为国家所需的栋梁之材。

2.5有利于增强大学生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思想和行动自觉

通过百年党史文化学习，有利于大学生学会运用科学的、正

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认识世界，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大局观，

夯实抵御错误思想和不良现象的精神支柱，旗帜鲜明地抵制历史

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侵蚀，增强明辨是非的洞察力和免疫力，

强化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思想觉悟和行动自觉。同时也有利于增

强当代大学生对党的事业的认同感，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

理想、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四个自信”。

3　高校辅导员在学生党史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中明确指出，“高

校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高校学生日

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与学生

日常接触密切，是大学生的知心朋友，能够更加深入地开展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也是辅导员进行学生工作的优势所在。辅

导员的言谈举止都会对大学生甚至整个班级产生重要影响，对大

学生道德、情绪乃至人格发挥着人生导师的作用。

辅导员从坚持教书育人的规律，坚持言传与身教相统一，借

助新媒体技术，通过生动有趣的方式为学生传达政策、传递思想、

弘扬党史文化，可以有效的激发学生的兴趣，引导学校关注热点

时政新闻，关注国家政策的新变化，无形中起到培养学生的民族

自豪感与自信心的作用。辅导员在开展教学工作中，将课堂教学

与课外活动紧密结合、紧密联系，坚持不懈地引导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使学生在课堂内以及课堂外都能感受到思想政治教

育的浓厚氛围，有利于引导青年学生认识并把握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的历史主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的全面展开，使学生深入了解到个人命运与整个国

家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是紧密联系的，从而自觉地把个人的发展

融入国家的发展。

4　高校辅导员将党史文化融入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

4.1 充分挖掘和利用红色文化资源，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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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资源是党在领导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留下的

历史遗存、精神印记和文化宝藏，承载着我党丰厚的历史资

源。辅导员在开展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利用好当地红色文化资

源，鼓励学生积极参加红色革命圣地的志愿服务，在清明节、

烈士纪念日等组织学生到烈士陵园进行扫墓活动，近距离感受历

史、重温历史，重温昔日的革命情怀和革命精神，提升思想政

治教育内容的生动性和感染力。同时，也可充分挖掘校史、地

方史、家乡史等教育资源，引领学生重温身边的故事、历史痕

迹，浏览历史照片、文字和录像资料，切切实实体验党的历史

中丰富的精神养分，建立起红色文化的价值内蕴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的内在连接，将其转化为鲜活的、生动的、接地气的

教育案例，借助于科技手段，带领学生设计微党课、微电影、

微网剧，并将其以图像化、数字化、情景化、动漫化等多样

化的方式呈现，通过微体验或微互动带动青年学生广泛参与到党

史教育实践中，激发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怀，增

强学生对党史的深厚情感，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4.2 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党史宣传教育

相对于传统的信息获取方式，当代大学生更倾向于借助新媒

体优势来获取信息，辅导员可以结合学生特点，以网络媒体为

载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借助微信、抖音、Q Q 、学校公

众号等平台加强与学生的互动，了解学生的心理变化，及时把

握学生的思想动态，针对热点事件进行舆论引导，端正学生对

党史的正确认识。用好网络思政平台，拓展学习渠道，引导和

鼓励学生用好“学习强国”“云岭先锋”等权威平台，拓展

网络党史教育阵地，组织学生定期分享学习心得和交流经验，

进一步激发了同学们的学习热情，逐步将平台学习理论变成个人

的行动自觉。从而引导青年学生从史学经典、红色文化中汲取

强大精神力量，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深刻理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优势，做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

4.3 将党史文化融入课堂教学，提升思政育人的实效性

党史文化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蕴涵着丰富的政治素养和人文

素养，对培养学生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等方面都具有积极

的影响。辅导员在开展教学工作时，应深入研究党史教育融入

课程教学的整体设计，根据时代主题和大学生的学习兴趣，挖

掘思政元素，将党史文化植入课程，将模范事迹、模范党员、

优良传统纳入教学案例，灵活运用讲授式、案例式、现场式等

教学手段，通过丰富多样的教学形式、催人奋进的感人党史故

事，激发学生学习党史的乐趣，提高学生的参与性和积极性，

引导大学生更好地学党史文化。同时还能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

感，培养他们家国情怀、人文情怀和世界胸怀，以及严谨的科

学态度和良好的专业素养，努力使其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4.4 充分利用第二课堂载体，强化党史教育实效

通过班会、主题团日活动、拓展训练等各类形式，加强日

常党史文化教育，有助于联系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把传授知识

与思想教育結合起来，把系统教学与专题教育结合起来，把理

论武装与实践育人结合起来，活动通过周密策划，围绕中心意

旨，选用贴近真实生活的内容形式，使学生在生动的活动中加

深感性认识，提高学习的积极性。还可鼓励学生参加党史知识

竞赛、诵读红色故事、红色歌曲演唱比赛、专题讲座等校园文

化活动，陶冶大学生的高尚情操，丰富党史文化教育形式，营

造学习党史的浓厚氛围，推动党史深入开展，逐步在校园中形

成党史教育活动常态化，在潜移默化中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党

史观、坚定的政治信仰，在润物细无声中教育引导学生追寻红

色记忆，感悟初心使命。利用宣传栏、黑板报、校报校刊、

校园广播站、手抄报等载体进行党史宣传，将党史学习教育融

入校园文化建设中，让历史说话，让文化发声，让学生更好地

了解中国建党百年的历史文化，帮助学生塑造优秀的人格品质，

提高其思想品德修养水平。以学生社团为载体，开展第二课堂

建设，充分利用好学生社团的引导性作用，利用好在思想政治

教育、志愿服务、社会实践、课外科技创新等方面功能，融

入党史文化，增强党史宣传实效。将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党团队

组织活动，发挥党团员模仿带头作用，引导教育学生党员、团

员汲取精神力量，铸就信仰之基、砥砺奋进之志。

5　结语

大学生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重任，是国家的

希望、民族的未来。辅导员为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

力军，站在建党百年的重要历史发展机遇期，将党史文化内容

有效融入日常生活，充分挖掘和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借助网络

平台、第二课堂等开展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以教育引导

学生深切感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性、制度的优越性、

道路的正确性、文化的先进性。学生通过党史文化学习，可以

汲取到智慧与力量，感悟初心使命，进一步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为续写新时代辉煌贡献青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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