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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基层党建工作创新路径探析 
罗兴山 1  潘文斌 2 

（1.成都体育学院  四川成都  610041；2. 成都体育学院  四川成都  610041） 

摘要：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标“四个必须、四个坚持、四个自觉”，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突出政治功能，强力推动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不断创新工作路径，切实做到抓实工作载体、

夯实基层基础，促进基层党组织全面晋位升级，推动改革发展“五个到位”和“七个有力”，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凝聚干事创业合力，为实现高校院（系）持续健康发展和人才培养高质量发展提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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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

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源泉，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

的篇章。党的辉煌成就、艰辛历程、历史经验、优良传统，深刻启

示着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创新性地抓

实党建工作载体，充分发挥基础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健全集体

领导、党政分工合作、协调运行的工作机制，保证教学科研管理等

各项工作的高质量开展。在抓实党建工作中，高校基层党组织应依

托院（系）实际、学科优势，紧密围绕党史学习教育这一主线，将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一以贯之，发挥思想导航，尝试探索基层党组织

党建工作中的新方式、新思路、新路径。 

1 深刻认识党史学习教育在基层党建中的重大意义 

1.1 建党百年的四个历史时期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可以清晰划分出四个历史时期。一是从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建立至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二是从 1949 年 10 月至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三是从 1978 年 12

月至 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召开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新时期；三是从 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开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四个历史时期，全面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经历的

革命，到建设，到改革，再到复兴的全过程，每一个时期、每一段

历史、每一次发展都是一次质的飞跃，并取得重大成果。主要体现

为：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

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二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其他国

家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三是坚持全面依法治

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四是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

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

方位；六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到本世纪中

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 

1.2 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

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

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回顾党的历史不难发现，每到关

系民族危亡、国家发展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总是能力挽狂澜，

发挥砥柱中流的作用。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

共产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不断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

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制定党和国家事业前进的目标，指明符合时代前进

的方向，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历史性的问题。 

1.3 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的政治地位 

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只有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跨过了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创造出扭转

乾坤、改变命运的显著业绩，让全国各族人民过上了幸福生活，人

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得到显著增强。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

党的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举措。党

史学习教育，就是要在锤炼政治意识、磨练政治能力的政治洗礼中，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因而，深刻认识

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必须把它与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和战略

部署紧密联系起来，与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实

践紧密联系起来，为创造新的更大的历史辉煌凝心聚力。 

2 基层党建工作融入中国共产党党史学习教育的意义 

2.1 开展党史教育的重要意义 

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

点，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动

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的重

大决策。基层党建工作融入党史学习教育本就是要引导广大师生党

员读原著、学原文，入脑入心地学，并时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不断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赓续红色基因。 

2.1 基层党建工作中融入党史学习教育的基本原则和立足点 

高校二级院（系）党组织在党建工作中融入党史学习教育，要

对标新时代党建新要求，完善基础党建制度，将党史学习教育贯穿

始终，充分发挥思想引领作用，丰富组织生活、“三会一课”、主题

党日活动、实践教育活动等党建工作内涵，把党的百年奋斗实践作

为党员教育的历史素材，为师生党员工作、学习、奋斗提供导向性

指引，在奋进的道路中不断汲取营养、提振信心。高校的根本任务

就是立德树人，育人就要坚持以史化人，就要把党的历史经验植根

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把党的历史实践中树立的精神和

形成的文化转化为教书育人的资源。高校基层党组织在培养人才的

过程中，要深入挖掘专业特色和学科优势，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打造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师资队伍，形成浓浓的文化育人的根基，

构建较好的文化育人的举措和经验。 

3 基层党建融入党史学习教育的实践 

3.1 建立健全制度，将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发展党员和党员教育

全过程 

高校基层党组织在发展党员和党员日常教育仍存在短板，主要

体现为没有其健全的制度和相应的工作措施。针对此问题首先要建

立健全发展党员、教育党员的培训制度，不管是入党积极分子的党

课，还是日常党员的教育，应明确教育课程，并在课程体系中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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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百年光辉历程，百年丰功伟绩”“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时代精

神”等课程体系。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学习传承中国共产党在长期

奋斗中铸就的伟大精神，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革命、建设、

改革的宝贵经验。从而不断提升入党积极分子、党员深刻地认识倒

中国共产党建党为什么、图什么、干什么，以及作为一名合格党员

的标准。工作中，成立党小组，发挥党小组“小”而“精”的作用，

在教师的指导下，督促学生党员“学精”“吃透”党史，并在不同

专业、年级、班级、教学小组等不同层面的学生群体中开展党史系

列宣讲活动，形成“同学讲”给“同学听”，增强学生的成就感、

获得感。 

3.2 一以贯之将党史学习教育融入主题党日活动 

鉴于党史学习教育重大意义，应将党史学习教育内容一以贯

之，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长期坚持下去。将日常开展的“学党史·我

打卡”“学党史·测一测”等活动前置，在主题党日中开展讨论。

常态化组织全体党员积极分子赏析红色电影，如《建国大业》《建

党伟业》《建军大业》《为了和平》等，观影结束后，根据自己对影

片的理解写出影视党析，加深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的认识与理

解。建立党员活动室，添置如《红军长征回忆录精选》《启航：红

船精神永放光芒》等红色书籍，组织开展主题新颖的读书月活动，

分享读书笔记、学习心得，增强师生的人文素养，促使师生提高认

识，开阔视野，增强同学们对优秀纸质读本的浓厚兴趣。组织以党

史学习教育为主题文化沙龙，针对不同时代的宝贵精神财富，展开

深入学习和讨论，不断激发师生党员的思考，强化对百年党史的认

知。 

3.3 实践活动中切入党史学习教育主题 

学习的根本目的在于实践，要把党的历史和精神落实到实践

中，具体的工作中，要牢牢把握“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主基调，组织师生党员开展以“庆祝建党百年、赓续红

色基因”为主题的实践活动，如“责任·担当”大学生暑期“三下

乡”社会实践走进精准扶贫点、走进小平故里、追寻英雄印记·传

承红色基因、争先锋·做表率等实践活动，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

新时代先进思想融入到师生党员实践中，引领师生在党性修养与专

业能力的双提升。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将党组织建设和党史学习教

育结合，可以取得很多积极成果。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将

党的历史系列课程和基层党建工作相结合，既丰富了党员教育的形

式和内容，又可以让师生党员在实践中去积极践行，引导师生党员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实现知行合一。 

4 将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党员教育的意义所在 

4.1 丰富了教育形式，让党史学习教育“活”起来 

围绕党史学习教育，探索创新学习活动，把红色资源作为广大

师生党员学习党史、重温初心的生动教材，通过现场讲堂、实地体

悟、情景体验等多种方式，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学而不

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与思必须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学有所

获。丰富的党史资源、生动的党史案例，生动地把对历史的解读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现实结合起来，至于学习时采取的形

式，是可以根据手上的内容进行变换的，从而让红色历史中的精神

元素融入师生党员的血液，能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

精神血脉，让党史学习真正“鲜活”起来。 

4.2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永葆党的生机活力 

新时代，每一名共产党员都应该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共同增强守

初心、担使命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并将之转化为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的不

竭动力，将之转化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磅礴力量。心有所信，方

能行远。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三

严三实”专题教育，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到“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我们党的学习教育接续开展，每一次都是对党

的理想信念的“补钙”和“加油”，每一次都是对党的理想信念的

洗礼和淬造。党史学习教育，就是要注重用党的百年艰辛奋斗历史

坚定理想信念，注重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砥砺政治信仰，注

重用党的历史经验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注重用党百年

奋斗历程中所积淀的精神凝聚力量。 

4.3 实现“党员教育”“文化传承”“专业提升”三位一体的发

展 

具体教育操作过程中，除了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面对面地传授

给同学们，这些所实施的所有新颖的方式都有其相对应的实际效

果。主题讨论、读书月、红色观影、专题讲座、微党课宣讲、争先

锋•做表率等等。学生党员们都能够在这种轻松有趣的方式里学习

收获很多。不仅仅是将这部分需要传递的文化交代下去，更多的是

锻炼了学生党员的自主学习、自主思考能力。这种方式能够让学生

党员们能够更快养成自行学习的习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成长成

才。 

5 结束语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助于加强党的建

设，增进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

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更加坚定地支持党的全

面领导和长期执政，更加自觉地沿着党指明的道路和方向砥砺奋

进，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因此，要做好当代

大学生党建工作，可以充分汲取和利用党史中的精神力量，拓展学

习教育实践活动在大学生党员教育中的内容和思路。在学习实践过

程中，结合到学院专业设置实际，活动更易开展，成效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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