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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东北抗联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白　璐

（哈尔滨商业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8）

摘要：随着课程改革深入，高校思政教育应该得到进一步优化。教师要积极引入新的教学理念、教学方式，以此不断丰富教学内容，

优化教学流程，促使学生更为积极地参与到高校思想政治课堂，提升其对所学知识的理解能力，全面提升他们的思想政治水平。东北抗

联精神不仅是抗战时期革命志士的精神支柱，更是和平年代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本文将针对东北抗联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策略，仅供各位同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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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发展，我国的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逐渐发生了较

为巨大的变化，高校传统的思政教学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当前高校

生的发展需要，在帮助高校生养成良好行为习惯、道德品质时有

诸多问题。基于此，高校思政教师可尝试引入东北抗联精神丰富

教学内容，以此对思政课堂开展一定程度改革，勇于探索新的教

学模式，对传统的教学方式可适当摒弃。通过引入东北抗联精神，

教师能极大丰富高校思政教学内容，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接受

优秀的精神内容，使其明确自身的成长目标。

一、东北抗联精神内涵简介

作为民族精神的重要构成部分，东北抗联精神是革命志士在

英勇斗争中凝聚出的优秀品质，更是光耀千秋、值得发扬的精神

财富。简单来说，东北抗联精神包含五个方面，其一是勇赴国难、

一心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其二是坚贞不屈、甘于奉献的牺牲精神；

其三是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其四是团结一心、共御

强敌的国际主义精神；其五是百折不挠、劈山斩棘的奋斗精神。

实际上，抗联精神可以看作是无数革命者的精神支柱，更是我们

抗战胜利的关键要素。在和平年代，东北抗联精神得到了进一步

拓展，对亿万中华儿女产生了极大影响，对推动当前思想政治教育、

社会和谐发展提供了巨大推力。

二、东北抗联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

（一）有利于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

高质量的思想政治课程能帮助高校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提升其爱国情怀、民族精神，其目标便是帮助高校生树立正确价

值观。高校思政教育与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关系较为密切。通过将

东北抗联精神融入思想政治教学中，学生可以更好地认识到自身

的社会价值，有利于其更好地将自身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浪潮中。

（二）有利于陶冶学生情操

高校思想政治课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在促使学生形成良

好思想品德方面具有良好效果。思想政治课程的作用不仅培养学

生内在精神，还可对其未来就业及学习其它学科的知识产生重要

影响。通过在思政课上引入东北抗联精神，能极大丰富教学内容，

有助于学生树立科学、向上且有意义的人生观，拓展高校学生的

人生格局。在开展高校思想政治课程时，教师可结合新时代的发

展背景，对东北抗联精神进行重新解读，鼓励学生深入探究东北

抗联精神的发展历程，在此过程中陶冶高校学生的情操。

（三）有利培养学生文化内涵

实际上，教师若想引导学生进行一些文化活动，就不能背离

思想政治教学思想的指引，只有充分了解东北抗联精神在当代的

表现之后，才能更好地组织学生进行文化活动。因此，将思政与

抗联精神融合能促使学生的文化内涵进一步发展，还可使其更好

地理解不同时代中优秀文化思想的深刻内涵。

（四）丰富思想政治实践活动

高校思想政治课程开展不仅可借助思政理论，还有诸多形式

的实践活动，以此对学生知识进行充分拓展。通过多元化的实践

活动，教师可有效丰富学生的课余时间，发展其思想品质。通过

将东北抗联精神融入思想政治课程，教师可举办多类型实践活动。

比如，通过爱国实践主题活动，能有效发展学生的爱国情怀，使

其树立正确、向上的核心价值观，提升其爱国精神。由此可见，

引入东北抗联精神，能极大丰富思政实践活动内容，为之后思政

教学工作指明方向。

三、东北抗联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课堂现状

（一）学生学习态度不积极

目前，很少有学生具备较高的学习主动性，学习思政知识态

度并不积极。现阶段，多数高校生为 00 后，他们独立意识比较强，

同时还伴随功利心理，抗压能力比较差，极易出现各类思想问题。

此外，受多种文化因素影响，学生对抗联精神没有全新的认识，

未“细嚼慢咽”，未了解抗联精神的内涵，常在课上走神、睡觉、

玩手机，极大影响授课质量。

（二）教学环境较为复杂

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学生对新信息的接收模式有了极大变化，

由传统的书面信息接收模式转变为网络接收。沉浸在网络环境中，

学生接受文化的范围扩大，但文化质量参差不齐，从一定程度上

误导了学生的思想，极大影响了他们对东北抗联精神的理解程度。

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发挥网络的优势，使其成为思政

教育的有效路径，在此基础上将东北抗联精神渗透到思政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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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成为当代教师需要着重思考的问题。

（三）对抗联精神不重视

目前来看，部分教师在思政教学中仅以书本知识教育为主，

未引入东北抗联精神相关内容，不利于提高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思

政素养，这种情况下也容易使思政教育陷入困境。此外，部分教

师虽在思政教育中融入了部分东北抗联精神元素，但没有严格筛

选相应内容，也未找到思政教育与抗联精神融合的契合点，极大

影响了思政教育效果，不利于促进学生的综合发展。

四、东北抗联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策略

（一）开发校本教材，为抗联精神指路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教师要重新定位思政教育的重要性，开

发新的思政校本教材，以思政课程为基点，渗透东北抗联精神，

提升高校生思政综合水平。实际上，当前多数高校仍采用的通用

版教材，未引入抗联精神教学的相关内容，不能为学生提供针对

性教学指导。基于此，高校要优化思政教材设计，结合学生兴趣、

知识储备融入优秀抗联精神元素，树立更高的育人指标，彰显思

政课程的隐性育人功能。例如，在教材中渗透爱国、奋斗、牺牲

等精神，增强教材对学生的思政育人效果，为抗联精神融入思政

课堂指明道路。

（二）加强实践教育，为抗联精神导航

抗联精神是一种独特的情怀，其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内

涵。新时期下，思政应与更多优质思想融合，通过引入东北抗联

人物事迹，厚植学生的抗联精神。在教学中，教师可充分挖掘当

地的红色文化，培养学生的爱国、奋进等情感。以北京地区为例，

教师可在课余时间带领学生参观当地的革命圣地，如八宝山革命

公墓，该地区为全国规格建制最高、声望最著、红色资源最为丰

富的园林式公墓，承载着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如董必武、朱德、

陈毅等；教师还可带领学生参观圆明园，其被毁于第二次鸦片战争，

记录了历史，通过带领学生参观这些红色旅游景点能够使其萌生

爱国主义之情，使其渗透到思政教育的方方面面。

（三）搭建智慧平台，为抗联精神掌灯

信息技术为抗联精神进入高校提供了多元化的渠道。对此，

教师应及时抓住现代信息技术带来的良好契机，积极优化现有思

政与抗联精神融合教学模式，合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教学成

效。例如，高校可借助互联网搭建思政教育平台，在该平台中引

入抗联精神的相关内容。与此同时，教师也可在该平台上给学生

发放调查问卷，捕捉当代青年大学生的思想难点、痛点、疑惑点，

合理筛选抗联精神，使其与思政教育高度融合，给予学生更具有

针对性地指导，带领其走出思维困境。

（四）结合班级文化，为抗联精神铺路

班级是文化孕育的摇篮，也是文化传播圣地。对此，高校要

将班级文化建设放到突出位置，可依托班级宣传栏之力，传播抗

联精神，营造一种良好氛围，使抗联精神根植在学生心中。此外，

高校也可鼓励学生加入班级建设中，共同制作与抗联精神相关的

手工模型，比如剪纸、皮影等，将民间艺术引入班级。再如，学

生也可以举办各种实践活动，如与抗联精神相关的话剧表演，使

抗联精神成为班级文化建设的支撑力。当然，高校还可从装饰入手，

引入与抗联精神相关的饰品，如革命先烈画像，用班级文化影响

学生，使其重新认识抗联精神，为后续抗联精神融入思政课堂打

下坚实基础。

（五）举办讲座活动，为抗联精神引路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教师可举办各种讲座活动，搭建一个抗

联精神融入思政课堂的桥梁。通过讲座活动，学生能深入理解抗

联精神与思政课程的内在联系，深入理解抗联精神文化内涵，拉

近学生与抗联精神间的距离，提升教学效率。在专题选择过程中，

教师可引入多元化的专题，邀请专家为学生做专业化的指导，同

时还要引入思政教育的相关内容，立足于思政课程的整体建设，

使学生进一步了解抗联精神内涵，提高其综合道德素养。当然，

教师也可以传统节日为引子，举办与节日相关的各种活动，如在

建军节组织学生参观战争博物馆，书写对革命先辈的崇敬；在清

明节，参加扫墓活动。通过多种方式使学生重新理解抗联精神。

（六）举办课堂活动，为抗联精神添姿

课堂活动能够将学生集中到一起，且形式多样，也能为其交

流创造良好的机会。基于此，教师可尝试开展多类型课堂活动，

如让学生以小组形式调查本校少数民族种类和习俗，在此基础上

设置各种联谊活动，如“民族团结一家亲”“三进两联一交友”，

也可设置一些公益活动，如“旧书捐赠”“支教”，让学生深入

到社会中，感受国家政策的变化，让抗联精神在思政课程得以充

分体现。此外，教师还可拓宽课堂活动路径，以抗战文学作品为

依托，在班级内举办各种活动，如“抗战知识竞赛”“抗战作品

朗诵”等，使抗联精神扎根于思政教育，提升教学质量。

五、结语

综上所述，将抗联精神融入高校思政教学，能极大丰富思政

教学内容，促使学生得到进一步发展。教师可借助开发校本教材、

开展实践活动、搭建智慧平台、举办课堂活动及讲座等方式，全

面提升东北抗联精神与思想政治教学融合效果，在无形中促使思

政教学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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