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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文化视域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
李文欣

（山东石油化工学院，山东 东营 257026）

摘要：在高校的思政教育工作中，党史文化教育是其中十分重要的组成内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便是学习党史文化

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借此来探索思政教育方式，加强党史文化教育的效果，培养高素质、高技能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本

文主要针对高校学生党史文化教育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思政教育的方法进行简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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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思政教育工作中，党史文化教育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

用。在思政教育工作中渗透党史教育以及马克思主义教育，不仅

能够提升课堂质量，还是青年学生思想建设及其全面成长的必要

手段。高校承担着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担，除了夯实学生理论基

础外，还要致力于学生良好职业素养以及道德情操建设。教师要

充分发挥出党史所具有的教育作用，探索不一样的教育方式，将

党史文化教育的实效真正体现出来。

一、党史文化教育的内涵把握

（一）党史的“人民”内涵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人民二字力重千钧。无论是我们朗朗上

口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政府机关前书写的“从群众

中来，到群众中去”，又或者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等内容，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的关怀。

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高校学生要认真研读党史，做到

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获、学有所成，深入读懂百年党史

中的人民内涵。

（二）党史的“创新”内涵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学习党史可以让我们在

回望过去时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本领，从历史中获得启迪，从历

史经验中提炼出克敌制胜的法宝。“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

惟改革创新者胜”，经过大量史实证明坚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道路是现代化中国发展的必要途径。当前，社会格局正在发生着

较大的变化，建设特色中国能够有力应对世界形式带来的各项挑

战。高校学生要大力发扬“拓荒牛”精神，积极探索、创新发展，

以思想破冰引领改革突围，以昂扬姿态主动适应新形势。

（三）党史的“奋斗”内涵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幸福不会从天而降，好日子是奋

斗出来的”等口号都彰显着党的奋斗。在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

实现从跪到站、从站到跑、从跑到飞的壮举。而这一系列过程并

非是简简单单就可以实现的，而是亿万中华儿女团结一心、接续

奋斗的结果。国家独立、人民富裕、民族富强是中华民族建设的

标志性特征。我国目前正处于现代化建设的特殊时期，在这个关

键期间，高校学生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坐吃山空、坐享其成，

而是要读懂百年党史的奋斗内涵，永葆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

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二、高校思政课程与党史文化融合的可行性

（一）二者育人目标一致

无论是思政课程，还是党史文化教育，其根本目的就是立德

树人。虽然二者的出发点不同，但是殊途同归。思政教育旨在通

过教授学生政治知识等为学生灌输正确的思想价值观，落实德育

教育。然而，思政课程在高校的课程体系中占比较轻，所发挥出

来的价值有限。因此，我国要求将思政课程渗透到各个学科之中，

实现全方位思政。将党史文化教育与思政课程相融合，可以完善

思政课程教学目标和教学体系，也能让党史文化教育的内容更深

入，从而加快德育教育的进程。

（二）二者育人内容交叉

思政课程是立足马克思主义，教授学生政治理论，并据此从

宏观上影响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以达到德育教育目的的学科。而

党史文化教育则着力于将思想教育融入到每个学科的教育中，在

细微处实现德育教育。虽然二者存在的区别较大，但是它们都是

以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为根基，以思想政治教育为桥梁，通过

不同的方式教授、引导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二者内容

的交叉，有利于思政政治理论在专业实践中的融合，能够让学生

体会到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进而帮助学生树立

一定的责任意识以及民族意识，使其成为一名合格的青年学生。

（三）时代给予融入契机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在生活越发便

捷的同时，思想状况也在不断变革。受社会环境影响，部分大学

生不再将努力学习、认真钻研、不断进取等美好品质当作追求的

目的，而是贪图享受、对待学习和生活不积极。这样一来，开展

青年学生思政教育势在必行。然后思政教育所包含的内容过于广

泛，而党史文化则是为思政教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方向及其助力，

在高校中发挥着重要育人价值。而课程思政则是一个比较新的理

念，想要将党史文化教育与思政课程相融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而大数据技术的出现，则能够全面深入分析两者的异同点，为教

师提供明确的改革思路。因此，整合党史文化与思政教育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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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需要。

三、党史文化教育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融入党史的对策研究

（一）加强思政教师的党史学习，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引路人，而高校思政教师则承担着指导学

生党史文化教育的任务。思政教育教师要加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

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并积极搜索与党史相关的

资料进行学习，例如学校可以组织教师观看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

相关的影视资料，了解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及发展的一系列历程。

学校还可以邀请专业的学者入校进行演讲，借助学校的图书馆与

所在地区的图书馆，研究讨论党的发展路线，从而加深对于党史

内涵的理念。高校思政教师只有对党史进行充分学习后，才能在

思政教学中融入党史文化教育，并让学生将党史与所学的思政内

容结合起来，从而对中国共产党产生更深刻的理解。

（二）运用媒体技术，形象生动地呈现党史故事

传统的思政课堂教学中，教师关注的往往是教育内容以及教

学方式，采取的教学模式也是口述式教育，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不

是特别突出。为了解决这种问题，教师可以尝试利用学校的多媒

体设备或者网络化教室，将党史内容通过故事的形式呈现出来，

教师可以课上组织学生观看党史电影，或者每节课要求三五个学

生来讲述相关的党史故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当然，教

师想要让学生掌握更多的党史故事，需要为其推荐一些学习的渠

道。在当前新媒体背景下，有很多宣传党史的公众号以及 App，

教师可以让学生们关注这些网络账号。

（三）在思想上感悟党的艰苦，深入了解党的艰苦奋斗精神

青年学生是祖国未来的希望。在当前面向全社会的四史教育

学习中，把青年学生放在了首要位置。因此在高校学生党史文化

教育中，教师首先要从思想上帮助学生了解党史，而了解党史的

方式有很多，并不仅仅停留在课堂的理论讲解上。党史学习教育

明确指出，要防止肤浅化和碎片化，学党史讲党史不能停留在讲

故事、听故事层面，而要通过讲故事引导加深对党的历史理解和

把握。高校学生首先要明确自己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身份，建立与

党的直接联系，把党史学习当作自己的事。教师要将党史学习教

育与学生的听说读写素质联系相结合，开展讲故事、朗诵、读书

活动和比赛，亲身参与进来，讲给同学听、讲给社会听，还可以

录视频、开直播。学校和家长更要真正以青年学生为主体，将学

习教育与实践活动、个体成长和家庭建设融合在一起，才能启迪

青年学生的智慧，砥砺他们的品格，担当时代大任。

（四）在行为上践行党史文化教育，培养良好文明习惯

高校学生受到自身身体发育的限制，活动区域有限。要让青

年学生真切地感悟党的历史，必须用好本区域的红色历史资源，

以及博物馆、纪念馆、档案馆等公共文化设施，传承红色基因。

高校学生思想纯真善良，求知欲强。党的历史就是最生动、

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革命文物、遗址就是会说话的历史。学校

要敞开思路、打开校门做好党史文化教育，既要请专家老师、革

命前辈到学校里开展宣讲，更要走出校门，充分享受公共文化服

务的便利。思政教师、历史教师既要教好课本上的知识，更要到

红色爱国教育基地等处开展实践课程。“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党史学习既

要看得见，更要让学生们从身边开始亲手触摸历史，感悟百年沧桑，

方能激活心中的爱和梦想。

（五）在实践中传承党史文化，树立正确价值观

在高校学生管理活动中，学校要充分利用各种传统节日，开

展党史文化教育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际的活动之中将党史文化

传承下来，从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例如，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学校可以组织“清

明祭英烈，传承爱国魂”清明祭扫活动，从而达到铭记党的光辉

历程、弘扬党的光荣传统的目的。学校通过主题典礼、升旗仪式、

祭扫等形式，面向全体师生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作为先

锋队，基层党员学生们肩负着伟大中华复兴梦的历史重任，更是

怀着满腔热血为中华崛起而奋斗。在清明祭扫活动上，普通学生、

学生党员、教师党员要胸戴白花，穿着整齐服装，静静地肃立在

烈士纪念碑前默哀、敬礼、献花，以此来表达对烈士的怀念之情，

以纪念英烈们为新中国成立以及来之不易的和平做出的贡献和牺

牲。随后，学校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场振奋人心的红岩精神演讲活动，

在演讲之中，感悟革命先烈的红岩精神永垂不朽。时代变迁，精

神永恒。2021 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100 年

的辉煌是一部浴血奋战的画卷，我们在重温先辈艰苦奋斗历史的

同时，也要继承发扬弘扬红岩精神，与新时代中国共同奋进，续

写伟大复兴的新篇章。

四、结语

高校青年学生正处于身心、思想发育的关键时期，对其进行

党史文化教育，可以帮助其了解党和国家的来龙去脉。学习党和

红军那种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另一方面，党的百

年征程十分不易，我们在享受幸福生活的时候，不能够忘记党的

艰苦奋斗。党史文化可以帮助学生深入了解党的征程和党的精神，

并且利用党的精神来武装自己，将自己培养成为一名优秀的合格

青年学生，进而高举社会主义理论旗帜，为中华民族复兴而不懈

努力。

参考文献：

[1] 张培卫 . 党史文化教育是高校思政教育的重要法宝 [N]. 贵

州日报，2021-04-14（008）.

[2] 宋鑫，姚树密，黄桂贞 . 对新时期加强高校党史文化教育

的思考 [J]. 党史博采（下），2021（02）：55-56.

[3]朱裕生.浅谈党史文化教育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有效开展[J].

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33（08）：74-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