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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心理结构视域下高校学生党史学习教育

唐源江 李海翔 郝文佳

桂林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广西桂林 541006

摘 要：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必将成为高校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的
组成部分。在高校学生群体中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其根基在于强化在校学生对党史学习教育活

动的认同感。本文聚焦认同心理结构将学生对党史学习教育活动认同心理的生成分为政治认知、情
感体验、形成意志、共同行动四个阶段，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提出丰富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的有效路

径以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的原则，以期提升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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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and education of the Party history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t present and in the future. The foundation of carrying out good
Party history learning and education activitie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s to strengthen the students'
identification with Party history learning and education activiti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and divides the generation of students' identification psychology on the learning
and education activities of the party history into four stages: political cognition, emotional experience,
forming will, and joint action. On this basis, it further proposes effective ways to enrich the learning and
education activities of the party history and the principles to carry out the learning and education activities
of the party history, with a view to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learning and education activities of
the party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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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高校学生群体中开展好党史学习教

育活动成为现阶段广泛探讨的热点话题。探索

党史学习教育的路径，提高学习效果，笔者认

为应立足于“认同”二字，从认同心理结构视域来
探索党史学习教育的路径才能实现“感党恩，跟
党走，共话民族团结进步”的活动效果。

一、聚焦认同心理结构有效提升党史学习

教育活动效果

当前在校大学生以“00后”时代新人为主力
军，他们对于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的价值、意义

的认识还需进一步提升，要在这个群体中把党

史学习教育活动办出预期效果其根基就在于强

化他们的认同感。大学生对党史学习教育活动

的认同心理结构与其对党组织的认同心理结构

相类似。党史学习教育活动认同心理的产生可

以由四个基本的因素构成，分别是政治认知、

情感体验、形成意志、共同行动。这四个基本

因素在时间维度上呈链条式接续进行，同时，

在功能、作用维度上又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因

此，这一规律在组织党史学习教育活动过程中

我们应该尽量遵循，先满足学生对活动的政治

认知，再开展情感体验，直到形成初步的意志

和信念明确活动要求，循序渐进，促使学生主

动、自发、自觉学习，达到党史学习教育的预

期效果。

（一）政治认知

高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虽然属于校园

活动但区别于一般的校园文化活动，学生对党

史学习教育活动的认同心理源于他们的政治素

质和政治意识。在校大学生不断靠近党，了解

党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让学生参与党

史学习教育活动，这能更加行之有效的促使学

生在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

行。强化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效果的起点就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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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认同主体”——学生，在理解我党的基本知
识，性质、宗旨、指导思想等方面下功夫，并

引领学生进一步梳理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启动的

时代背景、重大意义(如建党 100周年、百年历
史新起点、两个大局）,随后在此基础上掌握党
史学习教育活动的重点内容。这样做一是可以

以宏观理论确保学生的政治认知能足够全面且

客观，二是依托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的重点内容

从一定程度上为认同主体带来亲切的代入感，

进一步提升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的辨识度和吸引

力。

（二）情感体验
党史学习教育活动认同心理形成需要学生

对活动有积极正向的情绪感受，而要产生这样

的感受就需要切身的实践体验。党史学习教育

活动区别于一般的校园文化活动，大多校园活

动一般会利用利益诱导的方式来吸引学生参加

活动，从而逐步形成活动的认同动力。党史学

习教育活动除了一般性的利益诱导外，更重要

的是要注重学生对政治性的体会，以及基于政

治认知而产生的丰富情感体验，才能真正去影

响学生内心的价值判断标准。那么当学生具有

积极而丰富的情感体验时，再让学生去悟思想，

提高思想境界就十分有利了。因此，推进党史

学习教育活动，不能简单粗暴的只提纪律和约

束，要侧重于学生的情感体验，抓好情感纽带。

此外，既然是情感体验那么就会有存在主观性、

特殊性和不确定性的情况，因此，要多留意学

生情感体验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的进程中

的变化，或是建立一套切实可用的反馈机制，

对认同主体在参与党史学习教育活动过程中反

应出来体验效果进实行动态化的实时评估。

（三）形成意志

政治属性应该说是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根本

属性，同时，政治功能也是它的第一功能，这

就决定了学生认同心理形成离不开统一要求规

范，而这些规范是带有一定强制性色彩的，同

时要注意运用意识形态进行实时关注控制，使

学生在行为和心理都认同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所

提出的要求，从而形成意志。此外，形成意志

还需不断筑牢学生的个人信仰，引导学生在党

和人民的事业中去升华自我的价值，如此，学

生才能从更高的角度，更大的格局去思考问题，

从而将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的要求从“要我学”转
变为“我要学”的坚定意志，提高学习认可度。

（四）共同行动
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共同行动是学生认同心

理的外部表现形式，也是凝聚共识，共话民族

团结进步的关键一步。通过政治认知、情感体

验、形成意志后，学生对于党史学习教育活动

的认同心理构建以趋于预期状态，这时学要共

同行动来实现活动效果，促使党史学习教育的

知行统一及理论与实践的相统一，构建形成完

整的心理认同结构。因此，加强党史学习教育

活动的实施和培育就是在本阶段需要注重的方

面。实施活动可采用自上而下的形式，由学院

党委到年级再到班级，制定好方案，集中力量

实施党史教育活动。在实施过程中应注意结合

政治认知、情感体验、形成意志各个阶段的要

点，前后呼应，发挥学生在党史学习教育活动

中的主观能动性，促使学生的获得感、参与感、

归属感得到进一步加强。

二、认同心理结构视域下丰富党史学习教

育活动的有效路径

不论是在当前还是今后的一段时间里党史

学习教育的系列主题活动的开展都会成为党的

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作为以思想价值引领

为主要职责的高校辅导员老师应当充分挖掘历

史资源，牢牢把握把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规

律以及新时代学生的特征和成长规律，在认同

心理结构视域下创新活动开展的方式方法，丰

富活动内容，让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的吸引力、

辐射力、影响力得到有效保障。

（一）调动历史资源，提升党史学习教育

的吸引力

矢志践行初心使命是中国共产党真实写照

的一百年，更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百年来始终秉

持的作风。在百年时间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秉承的宗旨，人民的利益

对于共产党人而言一直以来就是摆放在心中最

高位置的最重要的大事，正是基于这样的作风、

宗旨，我党涌现出了无数有关“奉献”、“奋斗”
的感人事迹，书写着处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

共产党人对于我党初心使命的一贯回答。因此，

共产党人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故事要深入详尽

的挖掘，这是在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中我们要特

别注意的；再现我党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伟大

奋斗历程；展示我党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后创

造的伟大成就，讲好红色故事，提升党史学习

教育活动的吸引力，传承好红色基因，构建起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赓续好中国共产党

人伟大的精神血脉，为我党可持续兴旺发展进

步提供精神滋养。

（二）把握学生特征，提升党史学习教育

的辐射力

青年学生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阳光、有

活力、有朝气，他们走在时代前沿，不论思想

还是信念就在此时萌芽，在这个时期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活动对于形成正确的“三观”至关重要，
我们可以通过诸如第二课堂、社团活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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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等方式帮助他们学史明理、学史增信，这

也是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历史思维、眼光和担

当，帮助他们扣好人生及思想上的第一粒扣子

走好这极其重要的一步。在青年学生中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活动我们要特别注意把抓“关键少数
学生”和大众化普及教育结合起来实施，所谓“关
键少数”就是与我们联系最密切的学生党员和学
生干部，要通过他们带动普通学生，形成联动

效应，发挥好朋辈教育作用，以此来提升党史

学习教育的辐射力。

（三）创新方式方法，提升党史学习教育

的影响力

在认同心理结构视域下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活动，需要满足学生喜闻乐见、便于接受的形

式来推进。我们在发放的 “大学生四史学习情况
调查问卷”中了解到，学生最希望通过互联网及
电视广播来了解“四史”学习内容（详见：表 1）；
最希望开设的“四史”学习教育体验性课程是观
看影视作品等（详见：表 2）；最希望的“四史”
学习教育教学方式是实地参观（详见：表 3）。

表一

表二

表三

因此，在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时我们应

注意一是要把准时代脉搏，与时俱进，因事而

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构建当前党史学习

教育活动大平台，大胆创新活动开展形式、丰

富内容，提高学生在党史学习中的主动性和积

极性，通过党史学习教育活动让学生深入参与、

深度思考、深刻领悟、学有所获；二是要始终

坚持理论学习和实践学习紧密相结合，集体学

和自主学习深度相结合，灵活把握开展活动的

时间和空间，给与学生实践和独立学习的机会，

开展特色鲜明的主题教育，打好多样式学习的

组合拳，切实提升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的影响力。

三、认同心理结构视域下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活动的原则

（一）带着感情学
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正可谓“雄关漫道真如

铁”，从 1921年一叶红船到 2021年巍巍巨轮，
这彪炳史册的成绩是党带领着全国各族人民团

结奋斗，浴血奋战拼搏出来的伟大成果，没有

这百年的奋斗，哪有如今的岁月尽好。党的成

立，开启了我国历史新篇章，挽救了处在水深

火热中的旧中国，使得中华民族看到了希望。

我党的这份情，既溢于言表，又浸在骨子里，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就要带着份情才能从中

吸取革命精神的力量。

（二）带着理性悟
最好的教科书、最好的清醒剂应该说就是

“历史”这部记载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大事记”。实
现明理、增信、崇德、力行的要求，这就需要

我们主动带着理性去悟。百年历史，沧桑巨变，

承载着无数“宝藏”等待着去挖掘，在党史学习教
育活动中我们要从建党百年来的非凡历程去领

会发展前进的精髓，感悟真理力量、实践的魅

力。

（三）带着使命行

理论联系实践，做到知行合一是我们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活动要贯彻落实的，不然就是“两
张皮”。因此，学习不仅要掌握理论知识、了解
我党历史进程，更要从中吸取精神养分将其转

化为行动动力，担负起新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

使命，主动继承好、传承好我党顽强拼搏、不

懈奋斗的优良品质，继续把我党新时代精神谱

系，共产党人独有的精神血脉书写好，接续奋

斗，建设好伟大的党、伟大的新中国，做新时

代的奋斗者。

（四）带着信仰讲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不仅要学，还要选择合

适的时机去讲，“学、悟、行”后能否拿出所有的
热情，主动寻找一切可以宣讲的机会和平台，

去阐述我党百年奋斗史、辉煌史，营造人人知

党史、人人讲党史的良好局面，这才是真正的“认
同”。都说“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那讲信仰的
人必须首先由信仰才能讲清楚、讲明白、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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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因此“带着信仰讲”，是检验党史学习教育活
动效果的重要评判标准之一。

未来是青年一代的，在他们中间有效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活动，让他们参与到党的系列活

动中，更深层更深刻的去了解党、认识党，这

样才能有机会不断向党组织靠拢并发自内心的

去“认同”党的方针路线，切实肩负起时代赋予他
们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坚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崇高信念，将个人理想追求与党和人民伟大

事业紧密相结合并在其中放飞青春梦想，实现

自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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