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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教育与纲要课教学有机融合的三重维度和价值旨归 
金钟哲  来玉萍 

（东北大学  辽宁  沈阳  110819） 

摘要：党史教育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开展教学过程中的重点内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以下简称“纲要课”）教学是在高

校推进和开展党史教育的有效途径和高质平台。党史教育和纲要课教学二者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通过梳理党史教育与纲要课教学

的辩证关系，从二者实现有机融合的现实依存、历史维度和实践深度三方面做出具体阐释，发挥纲要课兼具政治性和历史性的特殊

课程性质，帮助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建构正确党史观，实现立德树人根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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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教育与纲要课教学有机融合是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过

程中的重大创造和实践。党史教育贯穿于高校纲要课教学的全过程

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产生直接影响，关系着高校学生正确党史观

的培养和形成。从成立之日起到今天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为实现民

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始终坚持不懈，不忘初心地付出和贡

献，党带领人民创造了伟大成就应当被大学生认知和认可。党史教

育和纲要课有机结合，贯穿古今地开展教学，可以成为实现高校立

德树人根本目标、树立大学生正确党史观的主渠道、主阵地。 

一、现实依存：党史教育与纲要课教学存在协同推进的逻

辑关系 

（一）以纲要课教学为载体和渠道开展党史教育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必须坚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以下简称“高校思政课”）这一主阵地和主渠道。纲要课是高

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面向全体高校学生开展和

设置的一门必修课，以理论知识和实践教学知识为主要内容，是开

展党史教育不可或缺的有效载体和主渠道。以纲要课教学为主渠道

推进党史教育工作的开展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一是从课程性质上

讲，纲要课程有双重课程属性，其一是思想政治性，其二是历史性。

同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相比较而言，这是纲要课的独特属性，能在

开展党史教育过程中发挥关键性作用；二是从课程内容上讲，党史

教育以党的百年奋斗史为核心内容，旨在帮助学生了解党的百年奋

斗的重大成就和突出贡献，达成历史认同。纲要课则讲述鸦片战争

以来与中国社会发展和变迁紧密相关的历史，从历史教育视角出发

以中国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为实现国泰民安这一目标的

奋斗史、探索史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两者内容交叉、互为

补充能有效发挥纲要课教学的教育作用。三是从共通性上讲，纲要

课和党史教育都秉持历史正确性，批判历史虚无主义以抵御歪曲历

史观对大学生的信仰和价值观的冲击。因而选择纲要课作为宣传党

史教育的主渠道也成为必然选择。 

（二）党史教育是纲要课开展实施的教学重点 

习主席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党的历史是一部丰

富生动的教科书。用党的历史教育党员、教育干部、教育群众尤其

是教育青少年，是党史工作服务党和国家大局的重要内容。”1 习主

席的这一论述鲜明地指出了开展党史教育的重要性。从大局看，党

史教育事关党和国家发展命脉。反之亦然，纲要课教学以党史教育

为重点内容契合思政课育人的功能，发挥以史鉴今、教育学生的作

用，以正确历史观引领和落实育人目标。 

二、历史维度：党史教育与纲要课教学内容的历史发展脉

络 

习主席强调指出：“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上最为可

歌可泣的篇章，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特别要注意学习党的历史。历史

在人民的探索和奋斗中造就了党，党领导人民又造就了新的历史辉

煌。”2 因而只有理清历史发展脉络，才能充分了解党在百年奋斗过

程中所创造的重大成就和做出的突出贡献，获得历史认同感。 

从历史划分看党的百年奋斗史，了解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探索史

和发展史，主要地分为四个历史时期。一是经过长达 28 年的艰苦

奋斗，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设了新中国，

让人民翻身做主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毫无犹疑地肯定党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但也不能忽视旧民主主

义革命活动，更不能否认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早期革命活动在一定

程度上也取得了一些现实功绩，这一时期革命活动的开展亦有其必

要性和正当性。党成立后发挥其领导力量组织人民群众开展反帝反

封建的斗争，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这是其创造性的

贡献。抗日战争的胜利从根本上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屡战

屡败的民族耻辱。但是从党的历史回望这段时期，它是中华民族在

党的领导下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屈不挠的奋斗史，并非

是屈辱的历史。二是历经艰辛探索、敢于实践努力寻求国家社会发

展正确道路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向世人宣

告，“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3 他们带

领中国人民探索到了一条正确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在整个

实践过程中虽然历经了严重曲折，但这一时期所涌现出来的党的独

创性理论成果和创造的巨大成就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

力的理论指导和经验借鉴。三是充满活力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新时期，这一时期所取得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中国大踏

步赶上了时代发展的步伐。四是创新有为、完善发展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画卷用百年的时间描绘一

幅前所未有的宏伟蓝图。 

看待不同历史时期党的发展历史及其所创造的成就和付出的

贡献，都应当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要树立正确的党史观就要认

识到任何时候都“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

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

时期。”4 应当站在全局的角度去看待每一个历史时期党为国家发展

建设所做出的贡献，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客观的看待和分析评判。

唯有理清历史发展脉络，从历史视角出发带领学生认识和了解中国

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了解党的建设的发展历程，学生才能在透彻

的理论分析中被说服、感染，增强自身的历史认同感。 

三、实践深度：党史教育与纲要课教学实践开展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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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开展纲要课教学不仅以理论知识为重点内容，更为

重视社会实践，重视理论知识与实践的贯通性，通过开展以纲要课

教学内容为主题的社会实践活动达到升华理论教学育人效果的目

的，教育和引导学生立鸿鹄志，做奋斗者。 

高校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也始终秉持理论教育和实

践教育相结合的根本原则。党史教育与纲要课教学有机融合的实践

在新的发展阶段不断深化。高校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以

纲要课教学为主渠道和主阵地，辅之以具有教育性意义的红色党史

资源，坚持学生的主体地位，在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中实现党史育

人。党的百年奋斗史从本质上讲也是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

社会实践资源，是高校帮助学生从实践中获得历史认同感和民族自

信的重要内容。百年党史，波澜壮阔，具有时间长、跨度大、内容

多、范围广的特点，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许多具有教育意义

的党史资源。习主席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

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血脉是党的政治本色的集中

体现，是新时代的精神力量源泉。”5 因而在开展党史教育和纲要课

教学的社会实践中，通过参观党的“一大”会址、抗日战争纪念馆

等具有教育性的展馆，在切身实践中体悟党的奋斗史、探索史、发

展史，以直观的视觉冲击和现场的历史厚重感让学生在实践中自觉

接受历史的熏染，从实践中悟真知。在参与实践教学的过程中，学

生通过查阅资料、实地调研、撰写调研报告和实践体悟等方式对其

实践中的历史内容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和了解，正确全面地了解党、

认识党，切实达到知行合一。党史教育与纲要课教学的理论性成果

所取得的育人实效性在以现场体验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实践教学环

节得到呈现和深化，搭建起了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渠道。这不仅是思

想政治理论课开展实践教学的意义所在，也是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不

断深化对党的认识，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党史观的实践根源所在。 

四、党史教育与纲要课教学有机融合实现的价值旨归 

党史教育与纲要课教育有机融合得以实现，其根本价值旨在以

党的百年奋斗史实现育人目标，强化对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确

保其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源源不断地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

输送人才。 

（一）坚定信念，开创未来 

任何时候、任何时期，信仰、信念对于一个人、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精神力量。“学史增信”。坚定理想信念

教育并不是一个口号，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坚定对大学生

的理想信念教育，增强其对党和国家发展未来的信心，都应当从记

载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千百年的历史中去获得。 

习主席指出：“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注重用党的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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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正是从党的百年奋斗史中了解和认识了中国社会发展的

历史进程，了解和认识了其发展的内在规律，深刻了解和认识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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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校学生坚定党的领导的信仰根基才更加牢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的力量之源才更加深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

制度、文化的自信才更加坚不可摧，牢不可破。正所谓，欲知大道，

必先为史。党的百年奋斗史正是一个帮助高校学生了解过去、把握

现在、开创未来最好的教育资源，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总结有益启示，

实现发展和创造。这也是党史教育和纲要课教学有机融合开展理论

和实践育人的价值所归。 

（二）以立德树人共同目标引领树立正确历史观 

立德树人是新时代教育的根本任务，也是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

育课程的根本目标。党史教育作为纲要课教学的重点内容，也应当

在教学目的上同纲要课保持一致，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响应立德

树人的基本价值追寻。党史教育同纲要课教学有机融合得以实现，

其根本价值旨在回归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始终服务于后继有

人这个根本大计，帮助大学生在党史学习教育的过程中树立起正确

的党史观，引领其正确的价值观取向。 

党历来有重视历史、重视树立正确党史观的优良传统。2021 年，

习主席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明确强调指出要“树立正确党史

观”。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党史观是党史教育同纲要课教学有机融

合的目的，也是开展党史教育的重大意义所在，更是新时代条件下

不可推脱的时代使命。“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

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

百年。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必须把党的历史学

习好、总结好，把党的宝贵经验传承好、发扬好，铭记奋斗历程，

担当历史使命，从党的奋斗史中汲取前进力量。”因此，在紧密结

合纲要课教学开展党史教育的过程中，应当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

历史，坚持这一根本立场，认清主流，能够辨别是非黑白，认清楚

事物内在本质，毫不动摇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在接受党史教育的

过程中获得正确的党史认知，以正确的理论引领人的发展。 

党史教育与纲要课教学紧密联系，形成引领正确政治方向和历

史观的强大合力。要明确的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是

至关重要的，在这一过程中二者以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党的百

年奋斗史教育高校学生、教育青年群体，以百年奋斗历程中的伟大

创造和现实成就、以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经验激励鼓舞青年学生群

体，以达成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引导其坚定信仰，肩负使命，树

立起正确的历史观，深化对党的认识，深化对国家未来发展的信心，

以切实的行动建设和发展自身，以自身的力量贡献社会、建设国家。

正如习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学史力行是党史学习教育的落脚点。树

立起正确历史观，以全新正确的历史观引领全新的行动，厚植时代

发展的沃土，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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