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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抗联精神与高校思政课深度融合路径研究 
崔丽 

（哈尔滨广厦学院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150040） 

摘要：东北抗联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之一，作为东北鲜明的地域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简称思政课）
中具有重要的育人价值与作用，本文从东北抗联精神的当代地位，东北抗联精神的育人价值、东北抗联精神与思政课融合路径三个
方面进行了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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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北抗联精神的当代地位 
在长达 14 年的抗日战争史中，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

和带领下，在白山黑土之间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最为艰苦、时间最
长、牺牲最多的斗争，在斗争与磨砺中铸就了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
[1]。在建党百年之际，习总书记强调，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
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
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东北抗联精神是党中央批准的中央宣传部梳
理的第一批纳入东北抗联精神的伟大精神，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2 周年之际予以发布。[2]凸显了东北抗联精神是东北抗联精神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激励中国人民攻坚
克难、实现民族复兴的奋斗精神动力，同时也必然是高校思政课思
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与载体。 

二、东北抗联精神的育人价值 
1.东北抗联精神蕴含着丰富的思政红色教育基因，具有鲜明的

育人功能 
东北抗联精神的内核体现为 “忠贞报国、勇赴国难的爱国主

义精神，勇敢顽强、前赴后继的英勇战斗精神，坚贞不屈、勇于献
身的不畏牺牲精神，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艰苦奋斗精神，休戚与
共、团结御侮的国际主义精神”。[3]这些精神内核饱含着丰富的中国
革命精神和革命道德，呈现了无数历史人物和英雄事迹、留下了宝
贵的历史文物、遗迹，是高校思政课生动的、鲜活的、形象的思政
育人资源。新时代大学生的生活境遇与抗联战士斗争环境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历史与现实之间，青年学生存在着理想信念不坚定、甚
至迷茫，欠缺为国家、为民族奋斗与奉献的爱国主义精神、存在贪
图享乐、个人中心主义的现象，缺乏艰苦奋斗精神，东北抗联精神
对青年学生存在的问题具有振聋发聩、刻骨铭心的教育意义。 

2.东北抗联精神是开展党史教育的重要内容 
东北抗联精神作为党史教育主线的一部分，鲜明的还原了中华

民族的伟大抗日战争史，深刻阐释了抗日战争的性质、中国共产党
的中流砥柱作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深刻回答了历
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原因，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行等问题，构
建了抗日战争史的逻辑体系，为百年党史教育注入了党的人格化特
征。例如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形成
鲜明对照，中国共产党从国家、民族、人民利益出发，率先号召东
北人民以民族自卫战争的形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东北
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此后的东北抗战就是历史的证明，为整个
中华民族的抗战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从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到抗战胜利的“重庆谈判”到建国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探索到
改革开放人民“富起来”再到新时代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体
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
国共产党百年未变的奋斗初心使命。因此，东北抗联的历史是党史
教育的鲜明历史陈述和更具体的教育元素。 

3.激发学生家国情怀，形成特色地域育人文化 
东北抗联精神是龙江四大精神之一，集中展现了东北的地域红

色文化。在东北大地上青年学生在生长的、学习的地方感受东北抗
联精神的学习与体会，更具有感染性、说服性和情感上的共鸣，东
北抗联精神的教育能够让青年学生从中汲取力量与品质，传承红色
基因，一方面东北抗联战士浴血奋战、敢为当先的担当精神为青年
学生树立的鲜活的榜样，起到了红色文化育人功效，使青年学生更
加明确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三观；另一方面东北抗联战士誓死守
卫国土家园的与国家民族共为一体的大无畏精神也培养了青年学

生爱家乡、建设家乡、奉献家乡的家国情怀，为东北建设培养主力
军。青年学生要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
观，树立家国情怀，为全方位振兴龙江，使命感和勇于担当的责任
感，贡献智慧与力量。[4] 

三、东北抗联精神与思政课融合路径探索 
1.教学内容上以其为线索，凸显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 
基于思政课四门主课的教学内容，东北抗联精神的融入要自

然、贴合，并在各门课程教学中形成教育的连续性、感染性和有效
性，思政课的教学目标实现要体现“掷地有声”，作好理论信仰的
育人阵地，也要体现“润物细无声”，对学生产生情感共鸣、行动
上的知行合一，思政课教学才能真正发挥课程的作用。在“思想道
德与法治”课程中结合中国精神教育、理想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展开教学，充分利用东北抗联涌现出的英雄人物、典型事
迹感染学生。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中充分利用东北抗联精
神和历史为线索开展抗日战争史的学习，做到史论结合，增强学生
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政治理论思想观。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中切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理论体系各部分的学习，将东北抗联精神融入龙江地域文
化、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将理论与现实、国家政策方针与地方
发展落实结合起来，体现课程的理论性、时政性。在“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课中结合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认识与实践关系、人
民群众的历史地位等原理，以东北抗联精神作为案例教学更具有直
观性、说服性，在学原理中，感悟东北抗联精神在理论和实践上的
体现。 

2.构建教师为主导的沉浸式体验教学 
思政课要达到育人的目标，提升青年学生的理论性、思想性和

政治性，其前提是学生能够入耳，才能入脑入心，如何改变思政课
课堂教师讲授的自我陶醉，学生却视而不听的局面，是当前思政课
存在的一个现象，东北抗联精神背后丰富的育人资源能够拉近与学
生的思想和生活实际，鲜活的人物和事迹通过书籍、影视作品、珍
贵的原始记录等形式展现给学生，形成了鲜明特色的龙江地域红色
资源教学，基于东北抗联精神构建“视听、感受、共鸣、践行”的
四步沉浸式体验教学，是教学效果提升的重要途经。“视听”是指
学生通过听教师讲解、观看视频、诵读经典文献等形式，让学生参
与课堂，例如通过感官认知战士们他困境求存的艰苦，饿了吃草根
树皮、棉絮皮带，渴了饮雪咽雨，冷了困了高唱抗联歌曲鼓舞斗志，
抵御严寒的场景。让学生了解东北抗联的历史，在认知上达到知其
然。“感受”是指通过视听进行情感体验，例如在观看东北抗日联
军十四年卧冰饮雪，奋勇杀敌，作战敌军异常残酷性、作战环境异
常艰苦的环境下，战士们热血奋战到最后，对于东北学子来说，这
种情感体验育人更加深刻，学生能够想象出在零下 30-40 多度严寒
下的寒风刺骨，能够感受到战士在没有后勤保障下的艰苦和革命精
神的力量，这种情感体验更具有直观性、感同身受。“共鸣”是在
在情感上达到共情共感共鸣，在思想上能够领悟东北抗联精神的实
质和价值，强烈的体悟着战士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中国革命
光明前途的追求，感受着战士们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精神支柱，提
升了青年学上的思想认识的境界与高度，在行动上能够产生动力，
激发爱国主义的激情与行动，是知其所以然的体现。“践行”是思
想与行动、理论与实践的相统一，是育人过程与效果的统一，将抗
联精神与现实的国家社会、民族发展、自我成长相结合起来，达到
思政课教育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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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探索学生为主体的实践教学 
思政课课堂教学受学时、课堂形式、理论教学目标等的约束，

不可能把庞大的东北抗联精神在思政课堂全部表现出来，实践教学
既是理论课堂的有效补充，同时也是学生开展自主学习、提升实践
能力的重要途经，打造以东北抗联为主题的实践教学，是进一步发
挥育人功能的延申，学生通过参观东北抗联遗址、东北抗联有观的
历史纪念馆、调查家乡抗联故事等形式进行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发
挥学生自主学习、调查、研究分析能力，增强教学效果。在行走的
课堂中，去发现、感受真实的历史，在历史的时空中感悟历史留下
的宝贵财富。在理论课程和实践探索中深刻领悟历史的经验与教
训，例如落后就要挨打、民族精神是国家永续发展的血脉，人民群
众是历史的推动者，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等，这些坚定青年学
生“四个自信”的元素，都可以在东北抗联精神找到答案与支撑。
思政课教学最终的目标是需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只有最真实
的感受和体验，才会体会到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激发青年学生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正视历史，汲取历史的智慧，弘扬东北抗联精神，
面向未来，以远大理想作为前行之舵，以坚定理想信念炼就钢铁品
质，为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新的血脉。 

4.创新东北抗联精神育人新途径 
总书记强调，要把东北抗联的历史发掘好、研究好、宣传好，

组织好相关纪念活动，充分发挥东北抗联精神在教育党员干部、发
扬优良传统、弘扬新风正气等方面的突出作用。精神的力量因传承
而生生不息，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如何从
党的光荣历史中汲取精神动力，如何大力弘扬东北抗联精神，砥砺
奋进，是高校育人创新的重要课题。高校作为思政教育的阵地，需

要形成具有地域特色、鲜明主题的育人途经。例如充分利用好东北
抗联精神地方红色文化研究成果，如东北抗联精神著作、经典纪录
片、优秀影视作品、文艺作品等优秀资源，扩大育人的时空和时效
性；构建以东北抗联精神为主线的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双向驱动育
人机制，形成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成效；开展以东北抗联精神为
主题的系列讲座、主题班会、党团活动等，深入学习和挖掘其背后
的育人基因；设立学生东北抗联学习研究团队，带动学生做好东北
抗联精神的宣传，让学生讲思政课，让学生代际相传，发挥学生主
体地位；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小视频制作等形式进行东北抗联精
神的宣传，开展学生讲抗联故事、抗联英雄红色家书、家乡抗联历
史等主题展示，丰富东北抗联精神宝库的资源，为东北地域红色文
化做出贡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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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课教师要多参与各种培训活动、教研活动，通过与同学科优秀教
师间的交往开拓自己的教育视野，加强对学生法治意识培育的重视
度。 

（二）增强法治教学内容的时代性 
高中思想政治课是一门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课程，但是教材内

容相对于形势发展来说总是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就法治而言，2021
年 1 月中共中央印发了《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 年）》，又
于 8 月印发了《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 年-2025 年)》等，而
高中思想政治课必修教材《政治与法治》是 2019 年 12 月印发的，
其中部分内容相对于形势发展来说确实略显滞后，这显然不利于学
生及时了解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新进展，也不利于增强学生对社会
主义法治的认同。因此，思想政治课教师确立和实施教学内容时应
当与时俱进，可以通过法治节目、法治讲座或学习强国 app 中的法
治栏目等渠道了解法治工作的新变化，紧紧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
运用充满时代气息的法治理论来教育、说服和激励学生，向学生解
答法治发展的新课题、新要求，传达新信息、新知识和新思想，以
帮助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法治意识。 

（三）注意法治意识培育教学方式的多样性 
高中思想政治课是综合性、活动型学科课程，而学生的活动体验

又是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为了有效培育学
生的法治意识，思想政治课教师必须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丰富法
治教学，增强学生的法治体验，而《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就为教师提出了几种构建活动型学科课程的教学
方式。例如采用议题式教学有利于解放学生的思想，调动不同个体的
主观能动性，让学生在“议”中表达各自不同的观点，深化对法治的
认识；采用辨析式教学有利于引导学生直面法治案例背后的价值冲
突，在思想碰撞中加深对法治的理解，提高对社会主义法治的信任；
采用以案例为载体的综合性教学则有利于帮助学生从多角度、多层面
分析与判断法治现象，从而在脑海中形成更加客观、立体的社会主义
法治形象等。思想政治课教师在教学中可以结合以上教学方式加强学
生的活动体验，提高法治意识培育的效果。 

（四）激发学生法治意识培育的自觉性 
浓厚的热情是学生主动参与法治意识培育的强大内驱力。思想

政治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当注意启发学生的主体意识，让学生意
识到自己法治意识的增强更应该靠自身的主动作为，而不仅仅是教

师外在的影响。正如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所说：“只有能激发
学生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同样，在学生法治
意识培育的过程中，如果学生发自内心地想要强化自己的法治意
识，就会主动地参与课堂中的法治意识培育，自发地去学习、领会
与实践，那么法治意识培育活动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
思想政治课教师在教学中要有意识地通过各种途径激发学生主动
学习法治知识的积极性，如开设模拟法庭，让学生角色扮演案件角
色，使他们亲历法律；或者开展庭审辩论赛，引导学生自己去查询
相关法律知识、搜集资料来为己方辩护，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从而变被动为主动，从内部推动学生在课堂中主动学习法律、主动
使用法律，与教师的外部培育形成合力，达到培育法治意识的目的。 

四、结论 
总之，通过高中思想政治课对学生法治意识进行培育是极为必

要的。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思想政治课教师在学生法治意识培
育中还存在教师对法治意识培育重视不够、法治教学内容的拓展与
更新不够、法治意识培育的课堂教学方式单一、学生参与法治意识
培育的主动性不高等一系列问题。为此，思想政治课教师要明确法
治意识培育的重要性、增强法治教学内容的时代性、注意法治意识
培育教学方式的多样性、激发学生法治意识培育的自觉性来提高学
生法治意识培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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