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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加强大学生党史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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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探讨了新时代高校加强大学生党史教育的背景、意义、现状及措施。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多次强调党史教育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新时代面临的全球大变局下，高校肩负着培养思想

合格接班人的重任。党史教育的意义在于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增强爱国主义情怀，

培养传承伟大建党精神。当前，高校党史教育存在大学生认知不足、教育机制不完善、党史未能

融入思政课堂等问题。为此，提出了建设“一站式”学生社区、创新党史教育方式、加强党史师

资队伍建设等措施，以提升党史教育的实效性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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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background, significance, current situation, and measures for strengthening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has repeatedly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especially in the face of the global 

upheaval in the new era,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er the heavy responsibility of cultivating thoughtfully 

qualified successors. The significance of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lies in helping college students establish correct 

ideals and beliefs, enhance patriotic sentiments, and cultivate the great spirit of founding the party. Currently,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n imperfect education mechanism, and the 

failure to integrate party history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lasses. Therefore, measures such as building 

a one-stop student community, innovating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methods,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arty history teaching staff are proposed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and attractiveness of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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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党史教育

的重要性，并发布相关条例和意见。在2024年2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明确

指出党史学习教育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的关键作

用，强调要充分发挥党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功

能，彰显了党史教育在新时代的重要战略地位。早

在 2022 年 4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推动

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意见》中也明确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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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一步坚定历史自信，将党史教育作为必修课和

常修课，深入推进党史教育进教材、进课堂、进头

脑，切实发挥其在立德树人中的重要作用。高校是

人才聚集之地，是思想健全之地，也是国家培养人

才之地。高校肩负着立德树人、培养大学生成才的

伟大使命。高校的思想教育尤为重要。近年来，随

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

时代，在世界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高校党史教

育面临着新挑战，如何在新时代下做好高校党史教

育工作，为祖国培养思想合格的接班人，成为当今

高校育人工作的重点。 

2 意义 

2.1 党史教育培育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

念 

理想信念是精神的“钙”，是塑造价值观的核

心基础，能够引导思想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并驱

动自觉的行动。大学生唯有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

才能激发出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而奋斗的强烈责

任感和使命感，从而具备建设祖国、服务人民的能

力。高校大学生通过深入了解党史，真正领悟“只

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深刻内涵，才能真正

明白我们的祖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带领全

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在短短几十年

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大学生不断了解和领悟中国共产党历史，了解

无数前辈的英勇事迹，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

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1]。 

2.2 党史教育增强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要求大学生在学习党史的过程中做到学史爱党，

学史爱国，是加强高校大学生党史教育的主要任务

之一[2]。在新时代下，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世

界正发生着未有之大变局，不良思想正侵蚀着大学

生对党史的正确认识，出现了大学生对党史文化的

不自信，对社会主义建设伟大胜利的认识不深刻等

问题。因此，在对高校大学生进行党史教育时，要

加强大学生对于党在历史长河里，进行社会主义伟

大建设的深刻认识，学习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抵抗

侵略、取得独立，并获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断努力的历史事实，

有助于遏制不良思想对大学生的思想侵蚀，激发大

学生的爱党爱国情感。 

2.3 党史教育培养大学生传承伟大建党精神 

伟大的建党精神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体

现，也是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的动力源泉，同时，它

还是中国共产党无畏艰难、勇往直前、突破一切障

碍的精神特质。 

在新时代下，高校大学生应当具有不惧困难、

奋发图强的精神品质，而党史就是最好的教科书，

回顾百年党史，革命时期的长征精神、新中国成立

后的“两弹一星”精神、改革开放的特区精神、新

时代下的抗疫精神，一代代共产党人传承着艰苦奋

斗的精神品质。李大钊、董存瑞、陈延年等英雄，

他们为了革命和党的利益，不惜牺牲生命，展现了

无畏、忠诚、奉献精神；钱学森、焦裕禄、王进喜

等为党和国家事业鞠躬尽瘁、奋斗不息的精神。通

过加强党史教育，使大学生深刻领悟伟大建党精神，

并传承和弘扬建党精神[3]。 

3 新时代下的学生党史教育现状 

3.1 大学生对党史教育认知不足 

对于高校的党史教育，不仅需要学校对党史教

育高度重视，还需要大学生对党史教育有认知积极

性，能够主动的去学习党史。一方面，大学生的思

想观念和价值观还未成熟，思想信念不够坚定，容

易受到不良思想的影响，致使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

不能将所学的党史知识应用于实践中，对党史的理

解过于表面化，对党史知识往往是死记硬背；另一

方面，进入大学后，大学生主观意识变得更加强烈，

只学习自己所想学的知识以及课程所要求的知识，

逐渐出现学习功利化，对于非专业课程的党史教育，

大学生认为党史教育对于自身发展没有帮助，并且

党史教育不与学分挂钩，导致大学生对党史教育缺

乏主动性和积极性。 

3.2 党史教育机制有待完善 

目前大部分高校并没有以党史教育作为主题的

常态化机制，问题主要体现在教师的党史素养不够

高，党史理论知识与实践脱节，缺乏党史专题讲座、

校内党史宣传、课外党史实践活动等，不能满足大

学生对于党史学习的多样化需求。此外，高校教师

在讲解党史内容时大部分都是对事件内容的叙述，

而“00 后”大学生生在和平年代，没有经历过饱经

风霜的年代，在单调的文字叙述的教学中难以感同

身受，甚至会产生排斥的心理，单一的“灌输式”

教学方式已经不能适用于当代大学生的党史教育。

大部分高校还缺乏以党史教育为主的考核机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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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党史学习主要依赖于自觉和硬性要求，缺乏

考核机制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忽视党史教育内容，

无法保证党史教育的质量。 

3.3 党史教育未能充分融入思政课堂 

目前部分高校面临着将党史教育融入思想政治

教育课堂的困境，其主要原因是未能发挥思想政治

教育课堂的渠道作用。大学生的党史教育应当以思

想政治教育课堂为载体，只有两者相互融合，才能

达到“双赢”的效果。然而目前高校所开展的思想

政治教育课程并没有党史专题，所开设的六门《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概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与法治》《形式与

政策》虽然都有涉及部分党史知识，但内容分布散

乱，且课时有限，分配给党史教育的课时较少，无

法深刻讲解党史内容，很难在思政课堂中融入党史

内容。 

4 加强大学生党史教育措施 

4.1 建设“一站式”学生社区 

学生社区是由学校的学生组成的一个紧密的人

际关系群体，在这里，人们互相关照、相互帮助、

在面对疾病时相互扶持，充满人情味。在某种程度

上，这是一个为获取新知识而聚集在一起的群体，

拥有共同的精神家园和利益诉求。国内学者时长江

认为，高校学生社区是指围绕学生宿舍为中心，包

括学生食堂、文化活动场所、公寓、宿舍区、商业

服务网点等在内的特定区域，是课堂学习之外的生

活、休息、学习、交往、娱乐、个体及群体活动的

主要场所。 

以宿舍楼建立“一站式”学生社区，将党史教

育融入“一站式”学生社区，围绕“党史育人”的

任务中心，对学生社区进行系统化党史教育。以楼

栋长为主要组织者，进行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社

区活动指导工作，定期邀请思想政治课教师深入社

区，开展党史理论宣讲和实践指导。，使各楼层长深

刻领悟党史理论知识，各楼层长组织该楼层寝室集

中学习党史知识。楼栋长并定期组织开展党史实践

活动，以每楼层为单位进行校内或校外党史实践活

动，使所学党史知识能得以应用。“一站式”学生

社区打破了专业、年级的限制，营造学生社区党史

学习良好氛围，通过建立学生网格化管理体系，推

动了党史教育能真正深入学生内心[4]。 

4.2 创新党史教育方式 

高校在开展党史教育时，对于党史知识和内容

的讲解不能采取“填鸭式”的教学方式，这样的教

学方式会让学生对党史知识失去兴趣。要创新党史

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在思政课堂中融入党史专题章

节，分配给党史教育更多课时，使学生能够获取更

多党史知识。此外，开展党史教育基地考察活动，

一方面有条件的院校可以挖掘自身校史中所含有的

红色事迹，据此创建校内党史教育基地，另一方面

也要积极组织开展党史教育实践活动，如将党史知

识融入“三下乡”社会实践中，引导大学生积极参

加实践活动，高校教师、辅导员也要亲身参与实践

教学，发挥动员引领作用。 

“00后”出生在互联网时代，这个群体对社交

媒体感兴趣，高校在进行党史教育时，应当充分发

挥互联网的优势，运用网络媒体，依托不同平台和

形式，精心策划网络党史教育内容，加强党史教育

互联网阵地建设，在网络平台中增强学生党史学习

的积极性。 

4.3 加强党史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 

党史教育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师的专

业素养和教学能力。高校应重视党史教育师资队伍

的建设，培养一批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党史

教育教师。学校应建立党史教育教师的培训机制，

通过定期组织教师参加党史专题培训、交流学习、

学术研讨等方式，提升教师的党史理论水平和教学

能力。也要鼓励教师开展党史研究，撰写学术论文

和教学案例，将研究成果应用于课堂教学中，以提

高党史课程的学术性和吸引力。还可以通过邀请党

史专家学者讲学、开展讲座等方式，拓宽教师的学

术视野，提高教学质量。 

与此同时，学校应建立多元化的党史教育师资

团队，鼓励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参与党史教育工作。

通过学科交叉和多元化的知识体系，可以丰富党史

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使党史教育更加生动、有趣。

例如，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教师可以

共同开发跨学科的党史课程，将党史教育融入学生

的专业学习中，增强其对党史知识的兴趣和理解[5]。 

5 展望 

展望未来，高校党史教育将在创新与发展的道

路上继续前行。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不断推进，高校在党史教育中将扮演更加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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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未来，高校应进一步深化“一站式”学生社

区的建设，通过多元化的教育手段，将党史教育融

入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学习中，确保党史教育深入

人心。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和

新媒体将成为党史教育的重要工具。高校应充分利

用这些技术手段，通过网络平台、社交媒体等途径，

增强党史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帮助大学生更好

地理解和传承党的历史与精神。 

未来的党史教育将更加注重实践与理论的结合。

高校应在保持传统教育方式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新

的教学模式，通过实践活动、社会调研、红色基地

考察等方式，让学生在实践中加深对党史的理解，

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通过这些措施，

党史教育不仅将成为大学生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将为新时代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有理想、有信念的

社会主义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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