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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建党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周璇 

(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宁夏银川  750021) 

摘要：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为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滋养。百年大党精神谱系一脉相承、与时俱

进，建党精神作为百年大党精神谱系中无比重要的一环更应在传承与发展中爆发出其该有的生命力。青少年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

也是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主力军，将伟大建党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有利于共同促进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传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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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

记明确提出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

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1]这是

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精神风骨的集中体现。 

一、伟大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 

“伟大建党精神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主观臆想的思辨性产

物，而是根植于数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求索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

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伟大探索。”[2]谈到伟大的建党精神，若是要

将它抽离于百年党史所创设到具体和历史性实践活动，那是空虚而

不切实际的。只有厘清其一百年来实践中具有的丰富理论内涵和现

实逻辑才能正确把握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刻内涵。想要追溯中国共产

党建党以来的历史进程，要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源远流长的历史出

发，谈及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抗争探索史，从多个角度入手看待人

类文明的进步和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一）准确把握伟大建党精神的丰富内涵 

伟大建党精神内涵丰富、思想深邃、意境深远、逻辑严谨，继

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准确把握伟大建党精神的丰富内涵。 

1.“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基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证明，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

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

正确的。”[3]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

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从未动摇过。”[4]

可见，理论与实践密不可分，只有产生了正确的认识，在理论上保

持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不移。“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伟大建

党精神的基石，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体现中国共产党人的

政治灵魂，为立党兴国提供了正确的思想引领。 

2.“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核心要义 

初心易得，始终难守。“一个忘记来路的民族必定是没有出路

的民族，一个忘记初心的政党必定是没有未来的政党。”[5]共产党

人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唯一的使命，这一使命贯穿了整个

斗争年代。推翻了牢牢压在人民头顶的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以及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共同愿望。因此，“践行初心、

担当使命”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核心要义，反映了共产党人秉持的人

民至上情怀，是贯穿我们党百年奋斗史的一条红线。事实正是如此，

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靠的不是别国恩赐，也不是任何运气，而

是人民不断艰苦奋斗的结果。 

二、将建党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中 

一路走来，中国共产党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汲取经验，不断

进行社会主义中国化实践研究，铸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魂和中

华民族的民族魂。“红色文化代表着中国人民在精神层面的总体风

貌、境界与力量，是中国多年来坚强不屈、积极进取、发奋图强的

完整写照。”[6]随着新时代的发展，高校学生作为共产主义的接班

人，有着虽属不同时代但依旧需要艰苦奋斗的新时代使命。如何将

伟大的建党精神贯穿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是新时代教育的

又一关键问题。 

（一）如何正确弘扬建党精神？ 

1.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

必修课，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
[7]近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真理问题的探讨以及理论与实践的问题

成为了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思政课作为新时代青年的第

一课堂，要贯彻理论教学，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定马克思

主义信仰，引导学生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延续到日常生活和思想之

中去，不断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和政治判断力，确保政治信仰不变

色、政治立场不动摇、政治方向不偏移，筑牢思政课最鲜明的政治

底色。思政课教师肩负着更重的神圣使命，如何正确引导学生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如何引导学生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如何响应习

近平总书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号召，

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重点。 

2.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要不畏艰难，勇于承担 

中国如今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着从未有过的机遇以及

随之而来的挑战。这就要求党和国家要对症下药，在新时期明确新

的矛盾变化，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做出不同的应对之策。我国

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依旧没有更改,未来仍需我们做

出努力，我们要明确自己所处的位置,承担时代格局在世界潮流中不

住碰撞而产生的各种机遇和摩擦。思政教育也要引领好带头作用，

充分发挥思政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用历史的时代故事讲好英雄人

物的伟大品质，让学生进一步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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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学生的“四个自

信”，肩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新中国来之不易，美好生活来

之不易，但我们不能坐享其中，也要居安思危，为新时代更好的生

活努力奋斗，要继承和发扬伟大建党精神，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

创造青春之中国。 

3.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忠诚教育事业，不负人民期望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旨归。作为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更应该以身作则，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

业，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落实铸魂育人、立德树人的根

本任务，把忠诚与信仰有机结合起来，用忠诚和信仰坚守中国共产

党人的精神家园，自觉把继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贯穿于思想政治

教育教学全过程，教育引导青少年爱党爱国爱人民，成为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将伟大建党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紧密结合在

一起，理直气壮的讲好爱国主义思政课，使得学生建立起高度的民

族自信、文化自信，将爱国主义贯穿到整个思政课教育之中。引导

学生如何正确、理性的爱国，引导学生将自己的毕生才能发挥到对

祖国做贡献中去，引导学生忠诚祖国，忠诚人民，不仅要爱党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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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深爱身边的人。新时代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一定是懂得爱，并

且会爱人，爱国的高质量青年。 

（二）为何要将伟大建党精神融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中 

伟大的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先驱们在 20 世纪 20 年代探索

救民道路中创造的宝贵财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

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不

仅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不断

开拓前行。伟大的建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最重要的一

环，只有在不断的传承和发展中才有生命力，青年作为社会主义未

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赓续百年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力量，而思

想政治教育作为青少年成长中必经环节，理所应当的应该肩负起传

承和发展伟大建党精神的历史使命，将这种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

有机融入到思政课全过程教学中，彻底解决好“培养什么人”、

“怎么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 

（三）如何将伟大建党精神融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中 

1.融入思政课的重点：“讲什么” 

思政教育的重点在于让学生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应对危局和

困境的伟大实践及历史启示；讲好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精神，让学生准确把握“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的精神实质，从而弄明白“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

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深刻道理。因此，在讲授思

政课的时候要注重重点把握，不仅要讲授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的奋

斗史，同时也不能回避党在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上存在的问题，失

误和曲折。善于让学生从曲折中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辩证的

看待历史的进步和进步中无可避免的会遇到的坎坷。教导学生正确

的看待这种成功和失败，科学的评判一段时期的历史事件和重大转

折，也要避免学生陷入一味的批评主义之中，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

或者革命先烈。可以结合具体的专题教学内容有机融入，既要有

“惊涛拍岸的气势”，也要有“润物无声的效果”。要突出重点地

讲、提纲挈领地讲、有的放矢地讲，这样才能够顺应思政教育的规

律。 

2.融入思政课的难点：“怎么讲” 

（1）讲好思政课，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结合时事热点问题，将伟大的建党精神外化为中国共产党人优

秀的品质以及面对危困表现出的大国安全感，让学生切身体会到生

于中国的自豪感和安全感。21 世纪的新中国在世界的东方高举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作为独立而又强大的势力融入世界格局

之中，这意味着中国无论在道路、理论、制度还是文化方面都取得

了重大的发展。如今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基

础上，开始学习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于人类发展史上跟随中国一

起谱写下新的篇章。 

我们必须树牢底线意识，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形势

的剧烈变动往往是破旧立新、格局重塑的重要推手。让学生准确切

身的感受伟大建党精神，就是要靠生活中切实的小事来将课本中抽

象的理论外化为切实的实践，让学生从心里真正敬仰并且热爱祖国

和执政党，让直接习得转化为深层内化，增强伟大建党精神融入思

政课教学的实效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

精神则不强。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

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 

（2）讲好思政课，要将线上与线下相结合 

学习不仅要外部吸收，也要内部消化。要注重学习上的“引进

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所谓的“引进来”就是教师的外部讲

授，那“走出去”就是要让学生自己亲身去实践，而不是拘泥于课

本。要把握受教育者的自身特性，将线上教学与线下自学相结合，

这种线下自学也可以理解为是学生自身的实践学习。要让学生做自

己的老师，可以举办一系列红色活动，比如由学生自己主持线上的

主题思政课，再比如线下带领参观红色教育纪念馆，寻找红色基

因，分析伟大建党精神，为学生营造“身临其境”的党史学习课堂

氛围，从而更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3.融入思政课的关键：“谁来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学校党委书

记、校长要以思想自觉引领行动自觉，带头走进课堂，推动伟大建

党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落实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一

课”制度。教师作为教育者，应该率先扛起大旗，立足于思政教育

的第一线，重视教师的教育者身份，做好带头作用，明确新时代的

英雄人物就来源于生活之中。作为教育者，应该树立比受教育者更

深的高度自觉，避免不好的社会影响和劣迹，首先自身要将伟大建

党精神的内涵理解透彻，改掉不符合新时代模范带头形象的自身缺

点和不足，在此基础之上引导学生争做新时代的楷模。百年恰是风

华正茂。当今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国家

强盛、民族复兴需要物质文明的积累，更需要精神文化的升华，而

这正是伟大建党精神融入思政课的底气所在。 

三、结论 

深刻理解伟大的建党精神，非是一人或一家之事，而是需要千

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共同努力，从坚持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指导开始，树立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美好品质。作为教育者要敢

为人先，起好模范带头作用，将伟大建党精神外化于生活实际中

来。引导学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明确自身目标，养成良好的

社会习惯，平等的对待身边的人，对共产主义事业怀有热忱，立志

于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中华民族一路走来，从百年沉沦到民族复

兴，我们无限感慨，现在的中国正在发生波澜壮阔的变化，我们需

要时刻谨记这一变化是多少代人流血牺牲换来的，并且我们的征程

从未停歇。习总书记说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

代人的担当”，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始终在路上！ 

参考文献： 

[1]蔡志强,袁美秀.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形成机理与实践要

求[J].思想理论教育,2021(08):4-11. 

[2]刘建军.伟大建党精神的理论解读[J].思想理论教

育,2021(08):12-17. 

[3]唐余方.从伟大建党精神中汲取前进力量[J].当代党

员,2021(15):6. 

[4]张明.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关系研

究[J/OL].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22(02):1-13[2021-08-08]. 

[5]任仲平.恢宏史诗的力量之源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J].经

济,2021(08):29-39. 

[6]韩雨辰.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及其时代意义[J].大连

干部学刊,2021,37(07):36-40. 

[7]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

报,2021-07-16(001). 

[8]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

民日报,2018-05-05(002). 

[9][美]埃他加·新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北京：东

方出版社，2010 年版，第 147 页 

[10]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

[N].人民日报,2020-07-01(001). 

[11]刘孚威.井冈山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J].中

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08(01):90-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