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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高校思政课强化大学生廉政教育论述 
——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为例 

◆冯雪梅  温  瑞  纪  元  杨  硕  张  桓 

（河北医科大学  050017） 

 
摘要：大学生是国家的接班人，大学时期是思想定型的关键期，抓住这

一时期开展廉政教育意义重大。《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内容丰富，素

材多样，利用这一平台加强廉政教育，能够增强趣味性、保证实效。利

用反面素材警示、利用证明素材引导、利用教学实践基地使其身临其境

地体检，是发挥好这门课程作用的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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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是祖国的接班人，大学阶段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
关键时期。在当前党和国家严厉惩治腐败的背景下，对大学生进
行廉洁教育，种植“廉洁基因”，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思政课堂
是育人的主渠道，是强化大学生廉政思想的重要途径。《中国近
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课”）是高校四门思政课之一，有
丰富的廉政教育素材，充分利用这一平台对大学生进行廉政教
育，有利于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筑牢大学生廉政思想根基的必要性 
高校的特殊地位和大学阶段的特殊性决定了筑牢大学生廉

政思想的根基尤为必要。 
（一）大学生是将来国家建设的主力军 
高校 主要的目的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

才，这就寓意将来绝大部分的大学生会走向社会并且活跃在社会
的各个领域。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会成为社会中的各级各类干
部。“他们的廉政素养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未来中国社会的清廉
指数。”[1]他们的廉政情况直接影响党风廉政建设的效果。目前，
高校教师道德失范、学术不端的事件频繁出现。高校校园内个别
教师和学生在事关学生切身利益的问题，如评优、入党、保研、
学生干部选拔、奖学金评定等方面，出现腐败行为。这表明，当
前高校廉政教育的缺失及廉政教育的急迫性。 

（二）大学阶段是大学生思想成型的关键期 
当代的大学生在改革开放时期成长,经历了社会的重大变

革。他们比较关心政治,有着较高的政治热情,有着强烈的爱国意
识。但是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还没有成型,思想上容易出现波
动性,容易受到社会上不良思潮的影响，所以大学阶段学生的思
想有很强的可塑性。如果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不去占领思想阵
地,错误的人生观、价值观必定会乘机而入。只有把握这思想成
型的关键时期，对大学生进行廉政教育，才会在思想上筑牢廉政
的堤坝，才会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工程培养一支强大的新生力
量,党和国家的事业才会后继有人。 

二、利用“纲要课”对大学生进行廉政教育的意义 
利用“纲要课”开展廉政教育的优势在于，既可以增强廉政

教育的实效性，又可以增强课程的趣味性。 
（一）增强廉政教育的实效性，筑牢廉政意识的根基 
廉政教育的实效性是检验大学生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标准。

利用“纲要课”开展廉政教育，可以充分发挥思想政治课这一主
渠道的作用，而不额外增加学生的负担。“纲要课”利用中国近
现代史中的反面素材予以警示、正面素材加以引导、实践教学以
切身体验，增强了学生对共产党持之以恒反腐倡廉历史的认识，
增强了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反腐工程的理解，自然希望以身作则，
为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助一臂之力。大学生的廉政意识的形成是
在历史的熏陶中潜移默化的形成的，是根植于学生内心深处的，
自然影响力是持久的。只有筑牢大学生廉政意识的根基，才能保
证高校培养的人才在走向社会以后有强大的拒腐防变的免疫力，
成为廉洁奉公的一份子，为我国的党风廉政建设献计献策。 

（二）廉政教育的典型素材增强了课堂的趣味性 
思政课改革重在改课程形式，要改变教师一言堂的模式，摒

弃“填鸭式”教学，要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根
据山东省某大学思政课堂教学调研结果，82.9％的学生对廉政文

化内容印象深刻，55.8％的学生认为应当进一步在高校思政课中
引入廉政文化[4]。这反映出大学生对反腐事件的高度关注、对当
今社会大力度惩治贪污腐败非常关注、对历史上反腐倡廉的人物
事件非常感兴趣。利用“纲要课”进行廉政教育，可以提升课程
内容的趣味性和吸引力。比如教师在讲述历史事件的时候，密切
联系现实，拉近学生与历史事件的距离感，增强学生对历史事件
的亲切感。比如在讲述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贪腐案：刘青山、张
子善贪腐案时，适当介绍我国当前阶段的反腐形势，介绍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面从严治党方面的论述，学生自然能提起兴趣，学生
感兴趣是保证课堂教学质量的第一要素，这反过来将大大提升开
展廉政教育的效果。 

三、利用“纲要课”对大学生进行廉政教育的着力点 
“纲要课”是高校四门公共必修课之一，具有思政性和历史

性的双重特性，承担着利用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史实对大学生进
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利用“纲要课”对大学生进行廉政教育
需要从以下三点着力。 

（一）利用反面素材对大学生进行警示 
“纲要课”讲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至今将近 180 年的中国历

史，包揽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
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跨时间段长、内容丰富，我们可以依
托这段时期很多的经典案例对大学生进行廉政教育。 

鸦片战争以后，统治中国的清王朝，从皇帝到权贵，大多昏
庸愚昧，不了解世界大势。许多官员贪污腐败，克扣军饷，有的
甚至为了自身私利，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这样腐败的
清政府领导和指挥下的战争，怎么能不失败呢？毛泽东在总结近
代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原因时，明确指出失败原因有二，“一是社
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 

近代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天平天国的领袖，在定都天京之
后，贪污腐败，生活奢侈腐化，大兴土木，建立豪华府邸。因他
们无法制止和克服领导集团自身的腐败，导致内讧不断，力量分
散，元气大伤， 终导致运动的失败。 

新中国第一贪腐案的主角，刘青山和张子善曾在战争时期立
下汗马功劳，但在新中国成立后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倒。
他们利用公职以权谋私，在短时间内贪污旧币 171 亿 6272 万元
（相当于今币 171 万余元），导致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而本
人 终被执行枪决。 

以上一系列的反面案例无不警示学生贪污腐败的害处，告诉
他们廉洁从政的重要性。 

（二）利用正面素材对大学生加以引导 
中国近现代史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站起来

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集中体现了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廉洁
从政的理念和经验，展现了一幅幅廉洁从政的经典画面。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员就
特别注重廉政建设，通过制度建设、舆论监督、全员参与、法律
惩处等途径防止贪污腐败的出现。[2]1932 年 3 月 2 日，中国共产
党机关报《红色中华》刊登项英写的《反对浪费严惩贪污》一文，
指出“这个时候，谁要浪费一文钱，都是罪恶。若是随意浪费，
实际上就是破坏革命战争。至于吞没公款、营私舞弊等贪污行为，
简直是反革命的行为，那非用革命的纪律制裁不可。”“贪污是苏
维埃政权下，绝不准允有的事，如若发生呢，即是苏维埃政府羞
耻。我们号召工农群众起来，帮助政府，来反对各级政府浪费钱，
驱逐各级政府中的贪污分子出苏维埃，对于一切浪费经济、特别
是贪污分子，都要给以严重的惩办。”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廉政建设投入了很大精力，取得了丰
硕成果。尤其是“延安整风运动既是一次普遍而深刻的马克思主
义教育活动，也是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伟大实践，有力地推动了党
的纯洁性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3]这一时期毛泽东的《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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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
的修养》等文章都强调要夯实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思想防线。 

在西柏坡时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中
国共产党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提出了“务必使同志们继
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
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示全党在胜利面前要保持清醒头脑，
在夺取政权后要经受住考验。 

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了党风廉政问题直接关
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
败”，可见反腐工作地位之重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
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要坚持标本兼
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建立健全惩治和预
防腐败体系。胡锦涛同志强调要把廉政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进一步完善反腐倡廉教育工作机制，形
成反腐倡廉教育的整合力，促进形成“廉荣贪耻”的社会风尚。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严厉惩治腐败，从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反对“四风”等一点一滴抓起，努力营造清正廉洁的
社会风气，在慢慢地改变中移风易俗。 

如上述所言，历代共产党领导人狠抓党风廉政建设的经验是
对大学生进行廉政教育的正面教材，能够很好地引导学生将来做
任何工作都要守住廉洁底线。 

（三）利用实践教学基地，让大学生身临其境地去感受，在
红色文化的浸润中培养廉洁意识 

各地的红色教育基地是“纲要课”的实践教学基地。这些地
方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奋斗的历程，是“纲要课”活的教材。教师
可以依托这些丰富的红色资源，通过充分挖掘红色资源中的廉政
教育素材，以实景、实物、实例为载体，搭建廉政教育大课堂，
开展廉政教育，使大学生在与革命英雄的对话中，激发廉政思想，
实现心灵的共鸣和精神的升华。 

大学生可以在甘肃省的会宁红军长征胜利廉政教育示范基
地寻找共产党在长征途中的廉政事迹，感悟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

师期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畏艰险、艰苦奋斗、廉洁奉公、
心系群众的革命精神，引导大学生将共产党员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转化为自重的准则、自省的镜子、自警的标尺、自励的目标，自
觉增强廉政意识，走好人生新长征。 

在江西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追寻共产党在井冈山时期的革命
踪迹。聆听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的叮嘱：今天我们就要上山了,大
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老百姓
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
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六项注
意”使中国工农红军成为了一支有纪律的新型军队，为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大学生在边看边听的过程中
加深了对共产党廉政意识的认识。 

大学生可以在河北省西柏坡纪念馆重温共产党孕育新中国
的历程。触摸七届二中全会的现场，感悟毛主席是在怎样的历史
环境中强调“两个务必”，谆谆告诫共产党员千万不能在资产阶
级糖衣炮弹前打败仗。体验共产党是依靠廉洁从政、团结奋斗的
精神赢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在西柏坡纪念馆之中还有
一个西柏坡廉政教育馆，大学生可以在这里了解共产党廉洁从政
的历史，在身临其境的氛围中，感受到反腐倡廉不是共产党的口
号，而是一直以来脚踏实地的做好了，这才是共产党立于不败之
地的根本所在。 

 
参考文献： 
[1]宋富军.开展大学生廉政文化教育的几点思考[J].思想

教育研究 2010(6):64-67 
[2]熊长耕 .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J].中共党史研究

1989(6):42-46 
[3]李朝阳.延安时期党的纯洁性建设及其启示[J].学习论坛

2015(7)26-30 
[4]石逸文.新时期高校思政课引入廉政文化的途径探索[J].

陕西教育(高教),2018(12):24-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