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2 月（总第 223 期） 

1481  

高教研究 

高校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效性研究 
◆李月桥 

（天津商业大学  天津北辰  300134） 

 
摘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党

保持永远年轻的重要法宝；是党始终铭记历史的重要力量；是党不断开

创未来的重要基础。大学生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一代，有责任和义务将“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深刻内涵继承并传播下去。高校如何更加有效的

开展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是我们这一阶段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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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价值分析 
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大学与师生座谈时强调：“青年的价值取

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
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深刻内涵是广大青年学生在世界观、人生观方面的
重要价值引导，为大学生指明了未来发展方向，明确了作为当代
大学生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应该为什么样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1.有助于促进学生树立崇高理想 
理想信念是人生发展目标的体现，是人生发展的内在动力，

树立积极向上的理想信念，是走好人生道路的第一步，也是最重
要、最关键的一步。大学生人生目标和方向是否正确，是否符合
国家建设的需要，是否符合社会发展前进的方向，决定着学生未
来发展的高度和广度，也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高校面
向学生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向学生
讲解共产党人是如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广大人民进
行奋斗，使国家摆脱贫困，逐步强盛起来，这个过程可以让学生
明白作为青年，如何选择自己的事业，如何把国家和民族的发展
作为自己毕生的理想信念，更能从周恩来总理“为中国之崛起而
读书”的豪言壮语中明白自己身上肩负的历史使命。主题教育可
以帮助学生树立崇高的个人理想，自觉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有助于引导学生建立健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个人成长成才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大学阶段处于“三观”建立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多积
极正向的引导，需要榜样的力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实践活动，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可以通过一代代共产党
人的先进事迹，帮助同学们分析，什么样的价值观是正确的，我
们应该如何建立健全的人格，在适应社会需求的过程中尽可能实
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同时，共产党人一步一个脚印的
前进，克服艰难险阻，战胜困难挑战，这些榜样可以引导学生懂
得在面对困难时应该怀着什么样的心态，应该如何克服困难，战
胜困难。 

二、加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途径 
1.充分发挥思政理论课主渠道作用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在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高校应充分利用思政理
论课这一平台，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深刻内涵融入到日
常教学工作中来，依托课堂和教材，向学生充分讲解、耐心阐述，
使学生真正了解共产党人一直坚持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
内核是什么，作为青年一代应该如何继承和发展。思政课教师应
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将教材中的内容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结合起来、使两者紧密联系，利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的丰富内涵充实课堂教学。 

2.丰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和手段 
首先，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质量。提高高校

思政课教育教学质量，一是要提高青年思政课教师的理论水平和
知识储备。思政课教师应该能够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与课

堂教学结合起来，让同学们在课堂上感受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了解自身作
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应该主动去继承和发展这一优秀传统，帮
助学生明确学习目的和方向。 

其次，丰富高校思政课的教育内容和手段。目前，思政课堂
面向的学生基本都是“95 后”，很快更多的“00 后”也会走入大
学的课堂，他们思维活跃，眼界开阔，喜欢新奇有趣的事物，面
对这种形式，思政课无论教育内容还是教学形式上都应该做出相
应的改变。一是在教育内容上需要更多的结合学生日常生活，以
学生感兴趣的话题作为切入点，为学生讲解现象背后蕴含的本质
内容。二是在教学形式上需要引进更多的手段，如利用网络进行
线上授课、录制微视频课程、教师在线上开设直播课程，与学生
在网上进行互动，还可以开办各种形式的专题讲座、专题沙龙。
这些教学手段可以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并使学
生在活动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3.加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 
校园文化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二课堂，也是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加强
高等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指出：“高等学校校园文
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对于
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面
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加强高校校园文
化建设，将十九大精神融入校园文化中去是高校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渠道。 

首先，在学生寝室、教学楼或者食堂的公共宣传区域进行宣
传，在寝室、教学楼或者图书馆可以宣传历史上对民族振兴做出
过杰出贡献的名人事迹。其次，开展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相关的各项学生活动。开设系列讲座，邀请劳动模范、先进
人物等来到学校为学生和老师进行十九大精神的讲解，与学生们
近距离的接触和交流。举办演讲比赛、知识竞赛、等活动，使学
生在活动中感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深刻内涵。学校可以
举办各种文艺演出，排演话剧、歌舞剧等等，还应该不定期的带
领学生走出校园，参观革命圣地，进行红色之旅，同时，还应该
带领学生走进经济发达地区，参观各行各业的世界领军企业，实
地感受祖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变化和民族的日益强大。 

4.充分利用网络技术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网络科技早已进入千家万户，成为人

们日常生活、学习和工作中不可替代的必需品。在教育领域，互
联网的普及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丰富了学生的知识；扩展了教学
的方式；增加了学习的趣味性。 

网络时代的今天，互联网对大学生的影响是全方面的，既有
思想上的影响，也有行为上的影响，互联网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急需抢占的新的阵地。学校应该加强自身的网络建设，搭建
线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平台，提高校园网络的服务性
和教育性，在校园网中增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相关内容，
利用互联网开办网络十九大精神学习专栏，组织学生在线交流、
互动。此外，还可以利用移动互联网络，开设“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微博、贴吧和微信公众号，将十九大精神的丰富内容及时
传递给每一个学生，使学生们可以随时随地的学习十九大精神，
并且可以方便学生之间的及时互动，同学们可以在聊天群中与其
他人分享自己对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认知，交流学习十九
大精神的心得和感受，增加学习的互动性和体验感。同时，学校
领导和相关主管部门要下大力气来对校园网络环境进行管理的
监督，确保广大学生们拥有一个健康的网络环境，为大学生学习
创造一个良好的网络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