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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农村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加强党史学习教育
潘刚文

贵州省从江县下江中学　贵州　从江　557400

摘　要：农村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加强党史学习教育是课程内容要求，十分必要。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加强农村初中生

的党史学习教育必须把握党史的基本内容，高标准落实学习要求，加强学法指导，力求使学习教育取得实效，以优异成绩迎

接建党 10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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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2 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党中央

决定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求全党从党的百年伟大奋

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满怀信心迈进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初中道德与法治是一门以初

中学生生活为基础、以引导和促进初中学生思想品德发展为

根本目的的综合性课程，坚持正确价值观的引领是该课程的

基本原则。在教学实践中加强对农村初中学生的党史基本内

容的学习教育，落实党史学习教育的基本要求，对于帮助学

生过积极健康的生活，做负责任的公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

实意义。

一、加强农村初中生党史学习教育的必要性

总书记指出，要“用党的历史教育党员，教育干部，教

育群众尤其是青少年。”这一重要讲话精神不仅指明了党史学

习教育的主要对象和重点对象，而且指出了党史学习教育的

必要性。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加强党史学习教育，对于

提高初中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坚定理想信念，继承光荣传统，

增强初中生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都显得十分必要。

（一）加强党史学习教育是农村初中学校思想道德教育的

重要任务。

在实施素质教育的时代背景下，农村初中生的思想道德

状况总体是好的，热爱家乡，积极向上，团结友爱，文明礼

貌是主流。但是在信息化、网络化的过程中，形形色色的物

质诱惑、低级庸俗的生活情趣等等，时时侵蚀着农村初中生

的思想灵魂。因此，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加强学生的思想道

德教育，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二）加强党史学习教育是坚定农村初中生理想信念的

需要。

初中阶段是人的一生中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

关键时期，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如果学生接受到正面教育，

就会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如果学生受到不良影响，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就会被腐蚀而扭曲。农村初中道德与法治教

学应该抓住有利时机，充分利用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的有利

平台，加强党史学习教育，使学生“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为

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不断坚定‘四个自信’，不断增强历史定力，增强做中国人的

志气、骨气、底气。”

（三）加强党史学习教育是引导农村初中生继承光荣传统

的需要。

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工程的推进，广大农民的生活水

平显著提高。这一方面为农村初中生的学习和生活提供了物

质保障，另一方面又为农村初中生的惰性心理的形成提供了

土壤。目前，一些农村初中生缺乏艰苦朴素精神和抗挫折能

力，上进心不强，人生理想模糊。所以，道德与法治教师

“要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着力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

英雄的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让红色

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

（四）加强党史学习教育是增强农村初中生历史使命感和

责任感的需要。

“帮助学生过积极健康的生活，做负责任的公民”是初

中道德与法治教学的重要任务。就目前农村初中生状况而言，

一些学生缺乏责任意识，学习进取心不强，不愿做好当下的

事情。因此，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应该是党史学习教育的课

堂。我们要充分挖掘道德与法治课程中党史知识资源，引导

学生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历史，认识中

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让学生明白，“历史发展有其规

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教育学生要立足现

实，做好当下的事情，做负责任的公民。

二、农村初中生党史学习教育的基本内容

总书记指出，这次党史学习教育“总的来说就是要做到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教育引导全党

同志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农村初中道德与法

治教学加强党史学习教育就是要把这一基本要求落实到教学

实践中。

（一）学史明理，教育引导农村初中生用创新理论武装

头脑。

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要引导学生从党的辉煌成就、艰辛

历程、历史经验、优良传统中深刻领悟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历史必然性，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深刻领悟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引导学生了解党的十八大以

来的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初步掌握蕴含其中的立场观

点方法、道理学理哲理，把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

作为强大的思想武器，修好这门必修课，用好这个看家本领。

（二）学史增信，教育引导农村初中生不断增强信仰、信

念和信心。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把中国共产党苦难辉煌

的过去、日新月异的现在、光明宏大的未来贯通起来认识，

树立正确的党史观，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

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增强对马克思

主义、共产主义信仰，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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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三）学史崇德，教育引导农村初中生自觉弘扬革命

精神。

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在伟大斗争中淬炼革命精神、

构筑共产党人精神家园的历史。教师要结合农村学校的现状，

引导学生崇敬革命烈士的视死如归、学习当代英雄的顽强奋

斗、弘扬身边榜样的忘我奉献，从中接受精神的洗礼、陶冶

道德情操，以艰苦奋斗的昂扬精神状态，投身到当前的学习

和生活中去。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展

示新时代农村青少年的新气象新风貌。

（四）学史力行，教育引导农村初中生坚定远大志向。

学史力行，就是要引导农村初中生通过学习党史鉴往知

来，认清使命、明晰历史责任，把前人的智慧和经验转化为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水平，转化为推动自身发展的强大动能。

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农村初中生加强思想品德锻炼，开

展道德践行，认识新发展阶段，了解新发展理念，感受新发

展格局，找准时代坐标和奋斗目标，坚定远大志向，做好人

生选择。

三、农村初中生党史学习教育的基本要求

增强思想教育的针对性，突出道德践行的实效性是初中

道德与法治教学的学科特点。农村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加强

党史学习教育是事关农村初中生能否成为“合格公民”、能否

成为乡村振兴人才的大事，学科教师要高度重视，提高思想

站位，高标准落实学习要求。

第一、加强农村初中生党史学习教育，要把党史学习教

育作为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内容进行精心组织。

思想性是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性质之一，初中道德与

法治教学加强党史学习教育，就是要充分运用课堂教学主渠

道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对待党的历史。把党史学习教育纳入

第二课堂实践之中，通过形式多样的党史宣传教育活动寓党

史学习教育于轻松、快乐之中，使之具有感染力和吸引力。

第二、加强农村初中生党史学习教育，要坚持正确导向。

坚持正确导向，弘扬社会主旋律，是初中道德与法治教

学的根本要求，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加强党史学习教育，要

在讲述基本史实的基础上弘扬伟大精神，具有很强的政治性，

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对于我党在百年非凡奋斗历程中

形成的一系列伟大精神，要引导学生从中汲取精神养分，赓

续传承，发扬光大。要引导学生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

人物。

第三、加强农村初中生党史学习教育，要注重引导道德

践行。

引导道德践行是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的难点，初中道德

与法治教学加强党史学习教育，要以正确的党史观指导学习，

要使学生学会从百年党史的主题主体、主流本质中去看清楚

谁真正为国家好、为中华民族做出过贡献、为老百姓办实事。

要引导学生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积极参与“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学会思考“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

通过参与一系列的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增强学

生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第四、加强农村初中生党史学习教育，要注重方式方法

创新。

农村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加强党史学习教育要结合农村

初中学生的特点和成长规律推进学习内容、形式和方法创新，

增强针对性，力求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要坚持集中学习和

自主学习相结合，突出规定动作，鼓励自选动作，形成特色

鲜明、形式多样的学习氛围。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组

织集中学习时要突出专题学习，完成规定动作，使学生接受

思想洗礼，得到启迪。采用新媒体手段组织学生进行体验式

的自主学习时，要求学生要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日常化

学习，完成自选动作，努力把党史这门“必修课”学深悟透

做实。

总之，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农村初中道

德与法治教学要着力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努力提高学生的思

想道德素质，增强学生的信仰信念信心，自觉弘扬革命精神，

坚定远大志向。教师要明确党史学习要求，落实学习任务，

加强学法指导，力求使学习教育取得实效，以优异成绩迎接

建党 100 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