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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融入思想政治课的前提、 

路径与价值 
董洺汇 

（渤海大学  121013） 

摘要：将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凝聚而成的精神谱系融进思想政治课程，引导广大青年学生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党的精神

血脉。把明确内涵实质，唤醒学生红色基因、提炼思想内容，转化形成教学素材、挖掘育人价值，提升学生素养能力作为精神谱系

融入思政课的前提条件，并用夯实第一课堂、丰富第二课堂、创新第三课堂的方式推进伟大精神入耳入脑入心。精神谱系与思政课

的有机融合对于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激励广大青年学子成才发展、推进新时代大思政课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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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中华民族历经风雨洗礼，一代又一代的革命烈士艰苦

奋斗、保卫家国，一代又一代的英雄楷模忘我奋斗、敢于牺牲，一

代又一代的先进模范无私奉献、建设祖国。他们志存高远，为了崇

高的理想奋不顾身，始终意气风发地迎接风险与挑战，在革命、建

设、改革中锤炼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

精神谱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入强大的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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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中

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融入思想政治课堂，是弘扬民族精神、传承红

色基因的重要举措，是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

青年学生思想政治素养的迫切需要。 

一、前提条件 

1、要明确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内涵实质，唤醒学生红色基因 

把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融入思政课堂，需明确其内涵实质。

几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着千百万人民历万险，经千难，从石

库门到天安门，从一艘红色小舟，到威风凛凛的巨型舰艇，在人类

历史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

系。这其中，坚定的理想信念贯穿于整个精神谱系，是精神之

“钙”，真理之“氧”，也是精神谱系的灵魂所在。无数革命先烈

舍弃生命推动革命“红船”披荆斩棘、乘风破浪的红船精神；4.8 万

余人奉献生命，点燃中国革命星星之火的井冈山精神；二万五千里

征途，红军战士面对残酷环境与生死考验，创造人类战争史伟大奇

迹的长征精神等等，无不说明死亡可以夺走一个人的性命，却永远

不能撼动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还有以无私奉献为核心的苏区精

神、太行精神、雷锋精神等，以开拓创新为核心的两路精神、大庆

精神、北大荒精神等，以求真务实为核心的遵义会议精神、脱贫攻

坚精神、古田会议精神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西迁精神、延安精

神、东北抗联精神等，都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与英雄本

色。“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具有足够的时间厚度、空间宽度和精神

高度来滋养广大青少年成长和发展。”[2]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融

入思想政治课堂，通过集中系统的教育课程唤醒学生红色基因，为

青年学生指引方向，同时也为思政教学提供了大量的教学资源。 

2、要提炼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思想内容，转化形成教学素材 

把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融入思政课堂，需提炼其丰富的思想

内容，转化形成课程教学素材。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时期，无数共产

党人浴血奋战，保卫家国，铸就了包括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

西柏坡精神等蕴涵崇高革命理想、敢于牺牲自我特质的伟大精神。

在一穷二白的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顽强的意志与恶劣的条件

进行艰苦斗争，在这期间便诞生了抗美援朝精神、“两路”精神、

北大荒精神等蕴涵艰苦奋斗、忘我奉献特质的伟大精神。在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带领万千百姓，大踏步走上解放

思想，走上富起来的改革开放之路，在这期间孕育了改革开放精神、

抗击非典精神、劳模精神等一系列蕴涵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特质的

伟大精神。在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是走向复兴的新时

代，是筑牢幸福梦的新时代，这一时期党在长期奋斗中创造了包括

脱贫攻坚精神、丝路精神、抗疫精神等一系列蕴涵履行使命、不负

人民特质的伟大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内容饱满丰富，贯穿

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是宝贵的红色基因库和

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因此，我们要提炼好精神谱系的思想内容，巧

妙将其转化为教育素材，将其深深嵌入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堂，做到

赓续红色血脉与讲好新时代大思政课同向同行。 

3、要挖掘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育人价值，提升学生素养与能

力 

把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融入思想政治课堂，还需挖掘其育人

价值，提升学生人格素养与创新能力。一方面，精神谱系具有塑造

学生高尚人格的价值，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以个人姓名来

命名的精神在总谱系中占很大比重，包括雷锋精神、张思德精神、

焦裕禄精神、王杰精神等，之所以用人物姓名命名，是因为其本人

就是精神创造的主体，因为其本人百年来不惜牺牲生命为了国家和

民族，为了党和人民奉献全部，真正做到了以身许国、不负重托。

他们的崇高的人格、伟大的精神品格代表着中华儿女中 杰出的一

类人。用英雄人物的精神教育青年学生，可以提升其人格境界，培

养其高尚情操。另一方面，精神谱系具有提升学生创新创造能力的

价值，一部百年党史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进行开拓创新的历史，

无论是在革命、建设与改革时期，还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我们党始终充满活力，不断用创新赋能杀出一条条血路，闯出

一条条新路，带领人民走向富裕富强的伟大复兴路，也形成了许多

关于创新创造的精神，包括遵义会议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照金精

神、“两弹一星”精神等等。这些创新精神所蕴涵的敢想敢干、敢

拼敢闯特质正是广大青年学生所需要的，无论是立足当下还是展望

未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创新基因对于激发新时代青年创

新创造力都具有全局性指导价值。 

二、推进路径 
1、夯实第一课堂 

第一课堂是严格执行国家课程、教材、课时教学目标的主阵地，

也就是通常意义上所指的在教室中上课。一方面，需要立足思政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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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聚焦课程思政，思政课中所蕴涵的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

思想是首要的教学目标，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融入思想政治课

程需要思政教师针对不同学生的起点，进行对照的结构化调整，着

力解决“精神谱系是什么”的基本问题，和“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精

神谱系”与“精神谱系与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两个价值问题，充分

发挥思政教师的课堂主导作用并实现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另一方

面，根据教学目标，挖掘、整合、形成有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的资源主题系列，譬如英雄人物系列、科技创新系列、党史系列、

爱国主义系列等，对此进行专业的教学课程设计，并打造出高质量

的精神谱系教学资源，夯实第一课堂教学内容，将红色资源优势转

化为思政教学优势，实现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与思想政治课的有

机融合。 

2、丰富第二课堂 

第二课堂是指除第一课堂外的其他校内外活动资源，是课堂教

学的补充与延伸。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融入思想政治课堂，首

先需要创新和拓宽第二课堂教育途径，包括发展各类学生社团活

动、文体艺术、社会实践活动、志愿服务等，坚持把精神谱系与实

践养成相结合，引导学生在亲身参与中增强实操能力、激发红色基

因、树立家国情怀。其次，要充分发挥群众性组织的功能，积极开

展各种形式的校园文化实践和文体活动，带领学生参观、瞻仰红色

教育基地、烈士陵园、革命博物馆等，切身体会精神谱系所讲述的

红色历史，汲取精神谱系中不可忽视的奋进力量，做到学、思、行

三者相结合。 后将精神谱系纳入课程构建、模块管理中来，实现

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的有机互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有机

融合，提高第二课堂育人实效，使第二课堂形式更加丰富、学生参

与兴趣更高，更好满足学生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 

3、创新第三课堂 

第三课堂是指借助网络、数字赋能，所构建生成的思想政治课

堂新样态。优化升级网络思政平台，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互

联网等高新技术作支撑，使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活起来，推动传

统思想政治课与信息技术融合，实现传统思想政治课的创新性发展

和创造性转化。积极带领学生探索体验数字博物馆、红色文化虚拟

体验区等智慧化设施，既契合精神谱系内涵，又能增强学生对红色

文化的兴趣，使革命文化、红色故事更加入脑入心。利用好微博、

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学校要重视网络思政媒体

建设，完善巩固网络阵地，将精神谱系所蕴含的人物事迹、党史故

事写进学校官网、公众号等平台，做好教育宣传、价值引领、互动

交流，迎合学生需求。推动校园融媒体建设，优化思政工作内容生

产，创新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表达形式，用短视频、直播、漫

画等学生喜爱的形式，推出优质的校园网络文化产品，进一步讲好

党史故事、传播红色文化。 

三、价值蕴涵 
1、是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中之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

课程。”[3]五育并举，德育为先。大中小各个学段的思政课既担负着

强化青年学生的使命感、塑造正确的人生态度的重任，也具有传播

真理，铸魂育人的重要作用。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发展史的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在传承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共产主义

信仰的基础上，凝练形成的精神结晶，内蕴有崇高的思想品格、禀

赋的民族精神和无畏的革命力量。读懂、用好党的伟大精神就是传

承我们党的思想财富，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有机融入思想政治

课程，充分发挥思政课在立德树人这一重要使命中的主阵地作用，

及时将党的 新理论成果传递给广大青年学生，讲述好、传承好中

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谱系，起到教育、启发、引导青年学生传承

红色血脉、积蓄奋进力量的作用，自觉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

来。 

2、是激励广大青年学子成才发展的内在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

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4]学校是为党和国家培养先锋力量摇

篮，广大青少年是未来社会主义事业的主力建设者和接班人，青少

年阶段是人生的“抽节孕穗期”，需要作为“引路人”的学校和思

政教师用红色文化精心引导助力其成才发展。把中国共产党人精神

谱系融入思想政治课程，着重在抓好爱国主义教育上下足功夫，引

导学生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百年奋斗发展史有更为科学全面的认识，

牢固塑造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信念。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作为具有深厚历史积淀、极为珍贵的思政教育资源，为广大青年的

思政课堂提供着现成的教科书，激励着青年学生的成才发展。加强

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头等大事，

青年若期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必须坚持用革

命文化固本培元，从伟大精神中汲取力量，勇做时代挺立潮头的奋

进者。 

3、是推进新时代大思政课建设的应然之义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思政课建设，强调：“‘大思政课’我

们要善用之。”[5]“大思政课”这一新论述，是对思政课建设规律的

全新认识，为新时代办好思政课提供了新的指南。要使思想政治教

学内容生动、引人入胜，就要把上百年来奔腾的历史洪流、一代代

中华人民所书写的壮丽史诗，融入到具体的思政教学中去。党的百

年奋斗史，就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 佳教材，中国共产党人

的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结晶，其内在价值蕴涵与新时

代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要求高度契合，在思想政治教学工作中，时

刻强化红色资源育人作用，让青年在革命精神的引导下，回顾党的

辉煌历程，做到扬爱国情怀、怀强国之梦、践报国之志，深刻认识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的历史地位。广大青年学子正走在民

族复兴的道路上，因此，讲好新时代大思政课正当其时，加强对青

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推动精神谱系与思政课的融合发展，既是实

现育人模式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手段，又是促进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永

续发展、培育复兴栋梁、强国先锋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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