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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党史是最好的营养剂。挖掘党史资源，优化课程内容，将百年党史学习教育融入思

政课教学，推动思政课的教学改革创新，充分发挥党史与思政课融合育人价值，将高中思政课打造成面

向高中生开展党史教育的主渠道，既是推动高中思政课教学守正创新的应然之势，也是引导学生树立正

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持“四个自信”的内在要求。文章对党史融入高中思政课教学的必要性

进行了阐述，分析了党史教育融入思政课的困境，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将党史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的实

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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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story is the best teacher, and party history is the best nutrient. Excavate party history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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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e the course content, integrate the century-old party history learning and education into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promote the teaching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give full play to the integration of party history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to educate people, and make high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to the main channel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o carry out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which is not only 
to promote the teaching of high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The new trend is also to 
guide students to establish a correct world outlook, 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 and adhere to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s of the “four self-confidence”. The article expounds on the necessity of inte-
grating party history into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high school, and ana-
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tegrating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On this basis, it puts forward the practical path of integrating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into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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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

运的历史”[1]，党史的传承与发展是我们每个人的使命。目前高中阶段并没有开设专门学习党史的课程，

学生学习党史渠道较少，将党史教育融入高中思政课有利于加强学生对党史的了解，提升学生的党史素

养。当前全国上下大力倡导学习党史，这正是将党史教育融入高中思政课的最佳时机，在新时代的浪潮

中更好地讲解党的故事，弘扬党的精神，使高中思政课焕发新的生机。 

2. 党史教育融入高中思政课教学的必要性 

2.1. 有助于丰富思政课教学资源和内容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2]: p. 329)对于现在青年一代的高中生，

他们生活在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物质生活资料富裕的信息化时代，信息资源的更新换代速度较快，这

就要求学生具有抓住最新资讯，辨别不良信息的能力。思政课倾向于捕捉新时代事件，新时代人物，新

时代特征等鲜活素材，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和认同中国共产党，并且对学生未来发展提供导向作用[3]。
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对高中生的党史教育，将党史教育融入高中思政课教学中，加强高中生对党领导的

政治认同，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育人，让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政治课要求灌输与疏导相统一，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紧密相连，通过对学生

的正面宣传教育，加强学生对党史的认同感，将党史素材融入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进而深化学生对于

我国国家政策，大政方针的理解。2020 年新修订的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强调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基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4]。随着党和国家

对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和思政课教学的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必须

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

用人才”([2]: p. 328)。因此，思政课教师应自觉承担起培养对党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青年人才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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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传授党史、增强爱国主义信念的历史重任，培养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如若能将党史教

育巧妙地融入思政课教学中，那将会使得教学更加有深度，使得课程资源更加丰富。 

2.2. 有助于帮助学生加深对党的认识，厚植爱国情怀 

本从鸦片战争开始，我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在黑暗中一直摸索救亡图存的道

路，各种改良主义、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各种西方的理论和学说都尝试过，均以失败告终。十月革

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中国有了新的方向。中国共产党人在经历了大革命、土地

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四个阶段后，终于在 1949 年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成立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5]。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带领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铸就了伟大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

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党带领人民发愤图强推进社会主义建设，铸就了抗美援朝精神、红旗渠精神、

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等[6]在改革开放时期，铸就了抗洪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党坚持守正创新，取得历史性成就形成新时代抗疫精神、北京冬奥精神等。 
党的历史，是无数英雄人民勇往直前，用自己的鲜血和汗水铸就的，党的历史波澜壮阔，党的精神

生生不息，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紧密联系。在高中思政课教学中，将党的无私奉献、艰苦奋

斗，不屈不挠精神传递给学生，让学生领悟中国共产党艰辛奋斗历程，让他们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将党

的优秀品质落到实处，坚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

心的时代精神。在日常生活学习中，要引导学生对思想政治课中党的认识，自觉提升学习党史的热情、

建立正确的党史观、从而形成深厚的爱国情怀。 

2.3. 有助于培养学生综合素养 

在有关政策和相关教育部门的要求下，社会对人才的需要也呈现多样化需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

仅需要掌握基础的专业知识，同时还应具备一定的社会能力。高中生通过对思想政治学科的学习，能够

不断增强科学精神和法治意识，坚定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将党史教育融入高

中思政课教学，有利于促使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学生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感悟英雄人物所付出的艰辛

和苦难，对历史信息的真伪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增强明辨是非的能力，树立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同时，

教师在上课时要不断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鼓励学生积极探索，培养学生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

法来分析解决问题，了解马克思主义立场在党的历史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让学生潜移默化地将马克

思主义运用到具体实际中来，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念和思想意识。此外，教师在教材讲解的过程中，需要

充分挖掘教材中法治教育的部分，我们党的法治观念意识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的发展，通过教师在

思政课中不断地融入法治相关知识，可以让学生体会我国法治建设的艰辛，增强法治意识，提升学生的

思想品质。 

3. 党史教育融入高中思政课的困境 

3.1. 党史教学资源开发力度不够 

为了增强高中生政治认同，坚定四个自信，思政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深入开发党史教学资源是十

分必要的。但当前教学准备和开展过程中，党史资源的开发程度仍有待提高。首先，将百年党史融入课

堂中需要开展多样的文化活动，尤其在思政课教学中更需要开展多样的活动，文化活动类型越丰富，越

容易激发学生的兴趣。例如图书馆中相关党史类书籍的陈列，以及学校中党史活动的开展，对这些党史

资源的挖掘有所欠缺。其次，高中政治教材编写体系比较完整，没有选择政治的同学对于党史知识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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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学习，对于一些历史素材和政治时事不够了解，部分理科课堂的党史资源开发不足。并且，从调

查研究上来看，部分学生对党史素材有一定的兴趣，但是，在高考指挥棒的作用下，学生的学习任务比

较繁重，他们更加注重书本知识的学习，有一定的功利心理。学校虽是以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为主要目的，但是在高中阶段，教师往往以提高学生学习知识的能力为主要任务，课堂中党史资源开发

程度不高。因此，党史教学资源的开发和教师的融入方式对学生成长来说至关重要，学生往往在耳濡目

染的环境中更易于理解和掌握所学到的相关知识，并且其感悟更加深刻。 

3.2. 党史教育融入形式较为单一 

高中思想政治课理论性比较强，一些理论史实极其历史事件比较抽象，学生很难在有限的课堂时间

全盘接受。这就需要教师采用灵活的方式方法从而增强党史教育的感染力。首先，部分教师对党史知识

的学习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在教学方法上大多采用讲授法为主，讲授法虽然有利于透彻说理，但较为

单一，限制师生互动，忽略了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如若教师与其他教学方法进行融会贯通，将更

有利于党史知识的传授，从而更能引起学生对国家和民族的自豪感和认同感。其次，由于课时紧张，教

师的教学活动设计对生动的图像和有趣的素材案例运用不充分，容易使很多学生对党史方面的学习兴趣

不浓，热度不高。教师要善于运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从而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展现思政课的魅力。

在这种情况下，教师想让党史资源深入人心是需要时间的，百年党史的光辉历程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全部

渗透的，学生的学习往往需要更多时间去探讨和研究。 

3.3. 学生党史社会实践程度不足 

党史学习教育既要重视理论知识的学习，也要重视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只有开展多样的实践活动，

才能让学生更加近距离地接触党史，提升学生学习党史的积极性。思政课教学是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

主体，双方共同协作的课堂，教师的教学活动是外因，而学生发自内心想学习是内因，学生的内驱力是

学习党史最重要的因素。然而，有限的课堂教学无法完全满足学生对党史学习的需要，导致学生将红色

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动能不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度不高。如果学生只通过理论知识的学习，那么无

法多感官的感受党史，对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关注度明显不足，而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学生能够对党史

产生更深刻、更全面的认知。因此，在高中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加强教师与学

生间的合作，提升学生学习党史的积极性是实现立德树人教育目标的内在要求。 

4. 党史教育融入高中思政课教学的路径 

4.1. 深入挖掘党史教学资源 

第一，学校应该注重校园红色文化建设，充分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在学校里弘扬英雄事迹和革命人

物，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学校也应该发挥校园广播的力量，可以在图书馆增添关于党史类的书籍，

借助新媒体媒介传播校园里的一些正能量事迹，将一些学生的优秀事迹进行表扬。让学生在良好的学校

氛围中，潜移默化地学到党的精神和优秀品质，并且将一些小事付诸实践，做到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

以四平市为例，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国民党领导的军队在四平展开了四次

战争，四平处在运输交通的枢纽，是重要的通道。在四平战役纪念馆中陈列了许多收藏品和革命纪念品，

学校应该借助地理优势带领学生进行参观，重温革命经典体验党的革命热血使其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 
第二，教师应该树立整体大局观，以大单元教学思路来整合教学资源，使得思想政治课中抽象的理

论、观点在某些具体的历史事件中得以具体化，拓宽党史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同时，教师也应该紧跟

时代发展，关注国内外政治、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将其与所讲思政课进行融合，做好恰当地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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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担当意识，深入挖掘所涉及到的党史教学资源，强化学生的爱国情怀。此外，

教师也应该保护学生对党史的兴趣，鼓励学生课外阅读党史类书籍，多举办一些以党史教育为主题的展

览活动，主动营造良好的党史学习氛围与党史学习意识。 

4.2. 创新教师教学形式 

在高中思政课教学中，教师应该提升自己的教学素养，不断更新自己教学模式，使得学生更加易于

接受。为了更加紧密地联系党史知识，教师可以通过阅读相关书籍和观看相关视频，进行了解和学习，

提升自己的党史底蕴。在上课时，教师在学校课余时间可以借用学习强国、新闻网等平台，播放一些英

雄人物事迹和党的故事，从不同角度对学生进行宣传，让学生对一些英雄人物和一些重大事件能铭记于

心，使他们借助外部的多媒体媒介加深对本课的学习，形成一种“教”与“学”的良性互动。 
以必修四《哲学与文化》中第三单元第七课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为例，教师在

讲解这一课时对于如何弘扬中华民族精神进行深刻讲解。教师首先通过播放多媒体视频展示“我国共产

党人在红船上召开中共一大”通过这一视频的播放让学生体会到当年我国建党的艰辛和不易，让学生拥

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效果，增强学生对红船精神的理解。进而教师通过议题式教学法，引出我国的民族精

神，如何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教师通过展示案例，在过去抗击疫情斗争中，无数的白衣天使全国支援，

不畏牺牲、英勇向前，深刻展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让学生理解我国民族精神的内核，普通人在自

己的岗位中也能够发扬这种精神。然后以新时代如何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为题目，以小组讨论的方法，让

学生全部参与到本堂课中，将本节课所学的中华民族精神与自己实际相结合，在日常生活中进行运用，

使学生能够说出在生活中不断探索、增强学习知识技能，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将党所遗留下来的精

神内核落到实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后教师进行总结本节课主要内容并且对学生进行党史教育，

鼓励学生课外搜索相关内容，不断激发学生学习党史的热情。因此，教师如何在课堂中开展教学活动是

十分重要的，营造一个轻松吸引学生的课堂氛围，让全体学生都参与到课堂中来，这样的课堂形式既能

够帮助学生学习基础知识，又能够增强学生对党史的学习兴趣，加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4.3. 丰富社会实践活动 

首先，高中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适当拓展学习资源，在教师讲解党史相关课程内容时，学生应该对

此保持一种好奇心和求知欲在自己课余时间，可以进行更深层次探索，学生可以对自己家乡的党史知识

进行探索，多去一些当地博物馆、纪念馆探究本市历史，增强党史学习兴趣和激情。其次，学生可以多

参加各种实践活动，走进实践大课堂，参与社区与党史有关的活动，例如学生可以去社区拜访一些革命

战士，退伍老兵等，更加深入地了解党史，将党的精神与社会实践紧密相连，更好发挥榜样模范作用来

鼓舞学生。学生在这种反思实践的活动过程中更加能够坚定信念，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历史遗迹、领悟

先进思想。这会提升学生学习党史的信仰，净化学生的学习心灵，在这种实践活动中更深刻地有理解和

感悟。 

5. 结语 

将党史教育融入高中思政课教学，面临着党史教学资源开发力度不够、党史教育融入形式较为单一，

学生党史社会实践程度不足等问题。通过家校社合力三者共同努力，学校发挥自己的优势营造学习党史

的氛围并且在一些社会单位的帮助下通力合作为学生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网络空间，教师也应该不断

创新自己的教学方式以多元化的方式激发学生学习党史的热情，助力学生形成正确的观念传承红色血脉。

只有学生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才能更好地进行学习，增强本领，从而报效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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