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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制高职学生对党史认知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查巧贞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无锡机电分院自控系  江苏无锡  214028） 

摘要：为了深入了解高职院校学生对党史的认知、高职院校党史教育开展情况等，课题组采用抽样问卷调查的方法，以无锡机

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为调查对象，围绕学生对党史的了解、党史教育对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高职院校开展党史教育的

情况等几个方面展开调查，为了增强党史教育的有效性和针对性，针对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提出高职院校思政课加强党史教育的

几点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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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查的背景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大会发表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高职院校思政课加强党史教育提

供了根本遵循，“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

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

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带领

中国人民救亡图存、不断奋斗、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

对于五年制高职思政课程来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资源库。在此背景下,如何加强对高职生的党史教育,是

思政教育工作者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五年制高职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学生生理和心理都

趋于成熟和稳定,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在这个阶段,学生容易受到

周围的人、事及环境等方方面面的影响。高职学校侧重于对学生实

践技能的培养，学生会投入大部分的时间精力在实训操作和专业学

习上，而思政课学习仅限于拿到学分。忽视党史的教育，会误入“历

史虚无主义”，会阻碍学生的全面发展，不利于学生更好地适应社

会。正如毛泽东所说：“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我们的学生不仅是高技能实用型人才，而且是发自肺腑的对党的热

爱忠诚，助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红心工匠。 

从高职思政课程中党史教育现状的调查来看,目前,高职思政课

教学中对党史资源利用不足，教学内容枯燥,党史教育中存在许多亟

待解决的现实困难或问题。通过学生访谈、调查问卷及教师反馈，

了解学生对党史的了解程度和对于学习党史的态度，进行汇总分

析，探索党史有效传播途径，让学生更好的了解党史，总结教学资

源整合开发的方向，成为思政课程开发的调查资料。 

二、对高职院校学生党史认知情况的调查 

课题组经过研究讨论，编制了“无锡机电高职学生对党史了解

情况调查问卷”。本次调查问题重点为在校学生特别是高职三年级

思政课的党史教育提供资料，所以为增强问卷针对性，故选择了较

多的是无锡机电高职二、三年级学生。借助于超星平台进行问卷调

查。问卷设置单选题和多选题。问卷内容涉及三个部分：调查对象

基本情况、党史了解现状和党史知晓情况三部分。本次调查（主要

是网上问卷）共发放问卷 226 份，实际收回有效问卷 226 份。 

三、问卷数据具体分析 

1.基本情况 

所调查的 226 名学生中，高职二年级 126 人，高职三年级 100

人；机电一体化专业 127 人，工业自动化专业 99 人；男生 224 人，

女生 2 人；父亲或母亲为党员的学生 22 人；政治面貌中，团员人

数为 26 人，入团积极分子 52 人，其余均是群众。 

2．党史了解情况调查 

（1）入团的动机。调查显示，从动机的重要性来看，入团动

机有 72.57%是提高个人的政治素养, 74.34%为社会做贡献，其次是

个人兴趣，比例为 61.06%，接下来是个人就业的需要 36.38%，父

母的意愿 26.55%。 

（2）认识党史的途径与兴趣状况。调查显示，党史学习方式，

学生最感兴趣的学习方式是放映电影电视剧等影视作品，其次是参

观党史教育基地、党史讲座报告，接下来依次是红色征文、革命歌

曲比赛等。有 137 人（60.6%）表示喜欢看《建党伟业》红色经典

电影，有 146 人（64.6%）表示喜欢看《长征》红色经典电视，有

118 人喜欢看《跨过鸭绿江》，有 122 人喜欢看《毛泽东》等红色经

典电影。了解党史知识的渠道，调查显示，通过网络的有 81.4%，

其次是，思政课团课和观看书籍或电影电视剧影视作品，依次是参

加学校和社会上举行的展览及纪念活动，参加博物馆和纪念馆和周

围人的讲述。 

学生对中国革命历史最有阅读兴趣，41.15%选名人名著，

39.82%是革命人物传记，接下来依次是野史纪事、学校教科书和地

方史志。党史内容接触途径调查显示，有 184 人（81.42%）平时使

用最多的途径是电影电视剧等影视作品，156 人（69.3%）是网络，

其次是生活中的报纸杂志（59.73%），接下来依次是与人交流

（57.52%），党校培训、党课（53.98%）及学术性专著期刊等

（48.23%）。对抗战时期的历史比较感兴趣，其次是中国共产党国

民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接下来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时期和解放战

争时期。对党史内容中最感兴趣的是军事，其次是人物、文化、社

会生活、、地方史、政治。 

（3）党史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如果不是必须，有 116 人（51.3%）

表示时常会自主学习中共党史内容，表示经常学习的有 82 人

（36.3%），不会自主学习的 12 人（5.3%），很少学习中共党史内

容的只有 15 人（6.6%）。有 205 人（90.7%）认为信仰与理想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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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非常重要，只有 20 人（8.9%）认为不重要和无所谓。有 169

人对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成为共产主义社会很有信心，

39 人较有信心，12 人信心一般，5 人信心不足。 

3、对党史知晓情况调查 

此部分共设有 6 个问题，调查学生对“标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

命开端的历史事件”的正确知晓率为 44.7%，高职二年级正确率是

42.85%，三年级正确率为 50%；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先后在哪召开”的正确知晓率为 65%，二年级正确率为 61.1%，

三年级正确率为 68%；对“标志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革命战争

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事件”的正确知晓率为 74.3%，二年级正确率为

71.43%，三年级正确率为 77%；对“1964 年，我国成功地爆炸第一

颗原子弹”的正确知晓率为 50%，二、三年级正确率都为 50%；对

“习近平提出中国梦”的正确知晓率为 57.5%，二年级正确率为

56.35%，三年级正确率为 59%；对“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

对领导，为确立一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

的正确知晓率为 11.1%，二年级正确率为 9.52%，三年级正确率为

13%。可见五年制高职学生对党史知识的学习了解有待提高。 

四、工作思路 

本次调查表明，思政课加强党史教育迫在眉睫。思政课教学是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渠道，思政课程加强党史教育，具有其他

课程无法比较的优势，结合教学内容，更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和教学效率，提升学生的政治素养。 

1、结合高职各年级思政教材，挖掘理论知识点相关的党史资

源。 

党史教育不仅是一种理论性教育，也是一种实践性教育。从教

育的目的来看，更加注重的应该是实践性的教育。实践性教育就是

要将教育的内容和实践情况联系起来，在实际的过程中践行党史

观。结合高职各年级思政教材，挖掘理论知识点相关的党史资源。 

高职一年级，刚进校时学生是中考的失利者，一般都有心理上

的挫折感、自卑感，来到高职未来规划不清晰，自我定位不明确，

加剧了心理上的焦虑。中国共产党历经磨难而不衰、千锤百炼更坚

强的艰辛辉煌历程，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充满了无

穷的智慧，教育他们善于总结人生之经验教训，善于从错误和挫折

中走出人生低谷，做好人生职业生涯规划，走向人生辉煌。 

在高职二年级，结合党史教育，开设系列的选修课程，把党史

同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在专题学习

教育中阐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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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

史力行，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牢固树立正确历史观。 

在高职三年级，教师应充分利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材内容，认真分析教材，要发掘思政教材内

容和党史的交汇点，让枯燥的理论体现在生动的党史故事中，体现

在动态的图画、音频、视频中，用生动的党史故事、鲜活的党史人

物，从感性认识到促进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升华，有效提升学生的政

治认同、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 

2、党史学习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日常，构建自省、自觉和自

励学习教育的新范式。 

党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营养剂。以学生为主体，党

史学习教育融入思政课，构建自主性学习党史新范式，做到自省、

自觉和自励学习。一是以学校文化活动契机，通过在校园里举行的

节日、校园文化节中开展以党史为主题的教育活动，征文演讲、知

识竞赛、辩论赛等活动中，达到理想信念的认同教育，用无数可歌

可泣的感人故事，无数可敬可爱的革命先辈，阐释蕴含的党史道理

人生哲理，引导学生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增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二是在教学过程中，把课堂还给学生，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主

动性和创造性。在教师指导下，开展小组合作、交流并展示，调动

学生的积极性，收获成功的喜悦，增强了学生学习的能力。以重要

节日为载体开展党史内容的探究，如中国共产党诞生日、国庆节、

五四青年节、重要人物纪念日等有特殊意义的时间点，创设革命战

争年代我们党为革命浴血奋战的情境，使高职学生用已有的学习生

活经验、相关的学习背景资料——形成问题——研究问题——解决

问题，使思政课教学从感性的认知走向理性的共鸣和认同，使学生

自觉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用红色精神谱系成就自励人

生。 

3、加快思政课堂的教学空间的建设。 

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教师们应努力开发以党史为主体的教

学资源库、微课、慕课、党史故事、党史知识竞赛、革命人物传记

开展辅助教学工作。为保障师生和生生间的交流畅通，对教学空间

进行资源开发。将在线学习与面对面学习、基础知识与实践的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移动学习、知识的应用与迁移有机结合在一

起，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动机，实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

学，充分发挥思政课党史学习主渠道的作用，从党的非凡历程中启

迪智慧、砥砺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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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2021 年度校级课题“党

史教育融入五年制高职思政课程的实践研究——以‘毛泽东思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为例”的阶段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