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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融入高中政治认同素养培育的

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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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支柱，不懈奋斗的精神状态和优良的品质等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应该将其与高中政治认

同素养有机建构，进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培养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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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piritual	pedigr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an	important	pillar	of	national	cohesion,	and	the	spirit	state	of	unremitting	struggle	

and	excellent	quality	have	important	educational	value.	It	should	be	organically	constructed	with	the	political	identity	quality	of	senior	high	school,	so	as	

to	cultivate	new	people	for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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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是中华民族精神气质、优秀文化的集

中体现，是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品质和时代发展相结合的精神体系，

为学生的发展提供方向性的引导，是学生创造幸福生活的精神支柱，

其地位更是不可撼动。本文主要针对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融入高

中政治认同素养的路径展开论述。

一、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与政治认同的概念解读

2021	年	2	月	20	日，习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

话指出 :	“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

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

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

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①。其体系内涵丰富、内容多元、形式多样、层次分明，可以从时

期划分、地域划分、人物划分。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时期铸就就不

同的伟大的精神品质，各具特色又一脉相承。

“认同”是认可、赞同、的意思。从实质上来说，它是对个人、

团体及其相互关系的一种价值判断。⑧认同概念被引入到社会政治

领域便形成了政治认同。从心理学上有人认为是“社会成员在一定

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发展中所产生的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③笔者

认为政治认同更是主体的行为，从其功能和本质上认为 ：政治认同

是学生能够接纳、赞同国家政治制度，进而汇聚力量、维护秩序和

遵守规范的重要手段，是通过政治相关的活动实践的结果。

二、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与政治认同的关系

首先，政治认同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我们对于认同的也

会逐步增加，因而具有时代性。政治认同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因而具有政治性。最后，政治认同是一种自发性

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的判断，而情感态度恰恰具有潜在性。而中

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作为坚定政治方向的重要途径，主要体现在第

一：政治性，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中蕴含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性，

体现着党的政治纲领、政治主张和政治目的。第二 ：时代性，中国

共产党的精神谱系在不同的时代凝练出不同的精神体系，并且其新

的时代内涵被赋予，从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建党精神到不怕

艰难险阻的长征精神，再到塞罕坝精神的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

故将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融入到政治认同素养的培育有其合理性。

三、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培养高中政治认同的必要性

精神谱系作为独特的资源来培养高中学生政治认同素养，首

先，引领学生学习政治知识，拥护中国共产党。其次，高中生在人

生观价值观形成之初可以坚定高中生的政治立场，提高其政治认同。

（一）有利于政治方向的引导

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是有一个个鲜活的、典型的事例，这

其中的价值引领作用对正处于个性品质和价值认同形成的关键时期

有着导向性的作用。青少年是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对象，

他们是党和国家以及民族未来之希望。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深刻

体现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传递科学的

精神、爱国的精神，是意识形态教育中的一种，因而对学生坚定其

政治方向具有导向作用。

（二）有利于正确舆论的引导

在当今社会，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纪变化交织交加，

一些西方思想、价值观念，不断涌入，再加上互联网上的一些消极

观念，消极思想给学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和挑战，然而将中国共产

党的精神谱系融入思想政治课程，增强其吸引力和舆论引导力。中

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中一些爱国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创新精神，

给学生营造了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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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利于教学方式的多样化

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是多种精神融合在一起的并且是不断

发展变化的，其中有精神源头的党建精神有现代的抗疫精神，通过

传统的书本知识太过刻板，不够鲜活，那么将精神谱系的融入以灵

活多样，通俗易懂的讲述学生喜欢听，容易接受，更好的让学生积

极思考学习其中蕴含的道理。一方面，通过传统的书本向学生传递

知识，教师发挥其主动性，学生被动接受，这更加注重的是教，而

另一方面，通过将精神谱系以故事的方式融入进课堂，可以带动学

生的思维，从中学习中国产党的历史必然性，从而让学生在日常生

活中践行各种精神的行动。

四、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融入政治认同素养培育的实现路径

政治认同是青少年他们创造幸福生活的精神支柱、价值信仰 ；

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对于高中生的政治认同素养的培育有着重大

影响，因此，要将精神谱系融入高中政治认同素养的路径进行探析。

（一）教学中融入精神谱系，深化政治认同

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从时间上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从覆盖领域极划分，伟大精神涉及经

济，政治，军事、外交、科技、生态、文化等社会各个方面，要将

精神谱系分时期、领域的融入到教材之中去。

根据	2019	年出版的高中思想政治教材。必修科目一《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是依循历史进程而编排，整本书分为四个部分，1840

前、1840 年 -- 改革开放、改革开放 -- 新时代以及新时代之后，

在讲解 1840 年 -- 改革开放时期时，可以将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

与课本相结合，在讲解改革开放 -- 新时代时期时，可以将改革可

开放精神、课程结合。在讲解新时代时期时，将新时代的脱贫攻坚

精神、抗疫精神、融入其中。必修科目二《经济与社会》主要围绕

经济与社会编排，分领域的将精神谱系融入其中，经济部分可以结

合经济领域的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融入其中，而社会部分可以新

时代北斗精神、塞罕坝精神结合。必须科目三《政治与法治》将精

神谱系中政治领域的红船精神、遵义会议精神融入其中。必修科目

四《哲学与文化》将文化部分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融入其中。

（二）加强媒介宣传精神谱系，拓展政治认同

通过互联网以学生喜闻乐见、新颖独特的方式传递中国共产

党精神谱系更加有时效性。

在教学中穿插政论片。政论片蕴含着极强的意识形态，传递

国家的政策、方针路线具有政治性，理论性与思辨性，既是进行政

治认同的独特资源，也同时增加了教学载体。也能使传递精神谱系

的形式更加多样化。首先开发红色微课。利用微课激发学生对精神

谱系学习的热情，其次，灵活运用 5G 技术还原长征、南泥湾等革

命先烈的真实生动的原型，使学生感同身受，增强学生政治认同。

最后，建设符合时代发展专题网站。

（三）重视榜样教育，强化政治认同

习总书记指出 ：“天地英雄气，千秋上凛然”。一个希望的民

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前锋。③在新的历史

进程中敢为人先，勇于担当。

例如在精神谱系中有着一些道德模范，青年要学习道德模范，

提升自身素质，与焦裕禄、雷锋一起，成为常态化的道德实践活动，

将劳模精神贯彻教学之中，例如在讲解以人民为中心一课中提到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焦裕禄与其劳模精神有机结合。可以开展让学

生集体观看《榜样》栏目。观看完后进行“论”“说”“评”环节得

以使学生在现实之中贯彻落实，进而提高学生的核心素养。

（四）利用红色资源，丰富政治认同

要想充分发挥精神谱系的育人价值，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利

用红色资源，将其运用到每一个教学环节之中去，包括新授环节、

小结作业之中去。

教学重点运用红色资源。如河北可以围绕地方特色开展活动，

让学生在校外进行社会实践活动，利用西拍坡、塞罕坝等地区围绕

其开展活动。因此，红色资源在教学中的运用极为重要的，有助于

提高学生的政治认同。小结作业运用红色资源，对于小结教师要对

知识进行总结而且要进行拓展。教师用《战“役”一线党红旗》抗

议特别版让学生更加直观的感受人民立场是中国中党的根本立场 .

（五）开展主题实践活动，提升政治认同

新课标指出通过一系列活动及其结构化设计，实现“课程内

容活动化，活动内容课程化。”②教学要“走出教室，迈向社会实践

的大舞台。”②社会实践活动是实现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统一的重要手

段，用体验式、现场式的方式让学生感同身受，在看、思、行的过

程领悟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的时代意蕴。

以弘扬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为主题，组织打卡红色教育基

地，围绕地方特色开展活动，让学生在校外进行社会实践活动，利

用西拍坡、塞罕坝等地区围绕其开展活动。

（六）注重环境影响，补充政治认同

环境对学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首先家庭教育在不同发展

阶段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家长要以身作则，带孩子参观南湖红

船、红旗渠、井冈山以及遵义会议旧址。学校作为最为重要的一道

防线，应该加强精神谱系建设，创造形式多样的精神谱系载体的形

式，开设活动“我身边的抗议故事”，参观历史展馆、进行四史教育、

利用学校长廊做专题教育、开展精神谱系进校园的活动。其目的可

以实现教育和自我教育相统一，也能够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共

同促进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传承和弘扬

总之对于政治认同素养的培育非一日之功，教师要久久为功

下恒心，春风化雨细作活。要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贯穿其思政

课程始终，更要进一步探索其中路径，使其更加充分的涵养政治认

同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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