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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融入新时代高校思政课路径研究 

丛艳丽  高婷婷  那威 
（黑龙江工程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50）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斗争中，创造出了一系列为中国共产党人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精神谱系，并以此为
基础，对其进行了理论上的阐释。新时代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立足点，以增强爱国热情为主线，以坚定
的文化自信为主线，以培养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为主线，以增强大学生的“四个自信”为任务。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是新时
代大学思政课教学的一个重要素材，而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渠道、主要阵地，在新时代大学思政教学过程中，必须将中
国共产党的思想谱系纳入其中，才能更好地推进思政课的“守正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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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伟大斗争中形

成的，它既有相同之处，又各有侧重，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

独特的精神标识和鲜明的政治属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中国共产党人精神

谱系建设，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精神谱系。

高校思政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

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政课教学工作是新

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要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对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的价值引领和

育人作用，推动高校思政课守正创新。 

一、以坚定理想信念为灵魂，在思想引领中推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堂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中国

共产党人的“精气神”。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

政治灵魂。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第一位任务，

教育引导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和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培养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使

其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

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一是要把握好“不忘初心”这个重点。“不忘初心”是指我

们要记住，我们党从建立之日起，就已经确立了为共产主义而

奋斗的奋斗目标，要坚定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要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要把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伟大实践不

断推向前进。高校思政课教师要发挥“传道授业解惑”作用，

在教学过程中把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融入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

深刻理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要意义。 

二是要把握好“牢记使命”这个关键。“不忘初心”就是要

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

高位置，时刻不忘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高

校思政课教师要牢牢把握这个关键，在教学过程中把“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作为思政课教师的必修课和基本任务，引导学

生牢固树立“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1]。 

三是要把握好“勇往直前”这个导向。高校思政课教师要

把握好这个导向，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推动工作。高校思政课教师要把“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作为思政课教学工作的主线和永恒课题。 

二、以为人民谋幸福为初心，在价值引领中坚定学生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的信心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集

中体现，是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不懈奋斗的不竭动力，也

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价值追求的生动诠释。

高校思政教育要用好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宝贵资源，加强

对学生进行价值引领，引引导学生将个人理想与国家、民族的

前途命运相结合，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中国

共产党的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如何践行自己的初心，担当

自己的历史使命，推动自己的伟大事业，为自己的伟大事业做

出贡献的一份生动的教科书。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蕴含着

坚定的理想信念、顽强的革命意志、坚韧的奋斗精神和崇高的

奉献意识。这些伟大精神既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和价值

追求的生动诠释，又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资源
[2]。高校思政课要紧密结合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深入挖掘其

蕴含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开展多形式、分层次、全覆盖的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通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教育活动，

引导学生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不断坚定学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奋斗的信心。通过引导学生坚定“四个自信”，厚植爱国情怀，

激发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意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 

（一）用好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丰富内涵，坚定学生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的信心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作为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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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的精神财富，承载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蕴含着中

国共产党人为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事业不懈奋斗的历史实

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高校思政课教师要以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为契机，对大学生进行价值观引领。高校思政课教师

要结合实际，深入挖掘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蕴含的丰富内

涵，通过各种形式将这些精神融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用科学理

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要运用丰富生动、鲜活通俗的语言向

大学生阐释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蕴含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

和文化特征，使大学生在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

史形成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

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时，

能够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坚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的信心。 

（二）用好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时代价值，激发学生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壮志豪情 

伟大的革命精神蕴涵在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中，为中国

梦的实现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力量。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所

蕴涵的深刻意蕴与时代价值，鼓舞着广大青年学生不断地向科

学前进，不断地学习，不断地锤炼，不断地为实现中国梦而奋

斗。大学思政教育应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融入到大学生的

思想政治教育之中，使之成为他们成长的强大力量，通过学习

和实践，积极地弘扬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的价值观，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有更深层次

的认识，在中国梦的实现中，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思想政治素质，

培养出一颗爱国之心，激励自己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

奋斗的雄心壮志，成为能够担当起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3]。 

三、以自我革命为动力，在自我提高中培养学生勇于担当、

善于作为的能力 

“伟大的事业需要并将产生伟大的精神，而伟大的精神推

动着伟大的事业”。中国共产党人把自我革命作为自己坚持真

理、纠正错误的力量，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自我净化、自

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从而使党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先

进性、纯洁性。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了新民主

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的“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中国共产党以勇于自我革

命为动力，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自我提高中推动党和

国家事业不断前进。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发挥主渠道作用，将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融入思政课教育教学之中。思政课教师要充分挖掘中

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蕴含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运用中国

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学生坚

定理想信念；要用党的伟大成就鼓舞学生，用党的成功经验启

迪学生，用党的历史经验警示学生；要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学

生，用党的光荣传统激励学生；要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

所蕴含的伟大品格塑造学生。教师们通过思政课教育教学实践

活动，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融入到思政课教育教学之中，

从而让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品格意志、锤

炼高尚品格。 

结束语： 

“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

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

前。”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的重要资

源，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培育大学生思想政治素养的宝贵

财富。新时代高校思政课要把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融入到思

政课教育教学中，创新思政课堂教学，优化思政课堂结构，将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融入到思政课教育教学中，用中国共产

党人精神谱系坚定大学生理想信念、筑牢思想防线。“中国共产

党人精神谱系”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大课题，高校思政课教师要

不断学习，善于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

己的理论武器和工作指南，用新思想指导新实践，推动高校思

政教育守正创新。“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一个庞大的、系

统的、有机联系的整体，只有不断挖掘、提炼和升华“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优秀思想品质和革命精神，才能真正培

育出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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