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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矢志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用行动回答

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世纪之问！新时代强化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具有必要性，党史学习教育是培养

大学生树立正确历史观、抵制错误思潮的重要保障。青年大学生要通过党史学习教育做到学史崇德、学

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力行。新时代强化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要“活化”党史课程，利用好红色资

源；要强化教师队伍，提升思政课教师党史素养；要网络化学习教育，善用新科技新媒体，确保党史教

育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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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a history that is determined to practice the happi-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1018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1018
http://www.hanspub.org


王俊英 
 

 

DOI: 10.12677/ass.2022.111018 117 社会科学前沿 
 

ness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responded to the question of the century that jumped out of the “historical cycle rate” 
with actions! In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study and education of party history 
for college students. The study and education of party history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culti-
vating college students to establish a correct historical outlook, and resisting erroneous trends of 
thought. Young college students must use the party history study and education to learn history to 
respect morality, learn history wisely, learn history to increase credibility, and practice history. In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study and education of party histor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t is necessary to “activate” the party history curriculum and make good use of red re-
sources;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has achieved tangible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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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史教育与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是相辅相成的，深入开展党史教育，便于

向青年大学生解释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百年求索、百年奋斗的内在关系。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

之际，党中央决定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这为新时代强化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重要契机和根本

遵循。 

2. 新时代强化大学生党史教育的必要性 

读史明智，党史资源是具有育人功能的宝贵资源。在党史学习教育工作中，除了对党员干部的培训，

大学生是应该重点关注的群体。强化大学生的党史学习教育，引导青年学生与党与国同向共行，传承红

色基因，赓续优良传统，担当民族复兴重任，成为党的事业的合格接班人。利用好党史的导向作用，教

育引导新时代的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有效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消极影响。 

2.1. 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的主观要求 

“历史观是人们关于历史的一般看法，包括对历史的本质、功能、作用的认识，对历史发展的动力、

规律、方向的理解，以及对历史的态度、对运用历史的目的的见解。”[1]习总书记指明要树立大历史观，

大历史观更为强调准确把握历史的“整体性”和“阶段性”的辩证关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从实践中

走出来的“活历史”，经革命年代枪林弹雨的锤炼，建设年代的生动实践和拨乱反正，对新时代大学生

的价值观塑造具有导向作用，帮助其洞悉古今递变的深层规律，把握现在和过去、未来之间的联系，摸

到时代的脉搏。 
习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学习中共党史，加强学习党的创新理论以及时事政策，以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和大局观。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概念突出强调人这一主体改变现实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担当意识，全面、

辩证、系统的对待党史才是正确的历史观。大学生涉世未深，思想观念还未完全成型，新时代强化大学

生党史学习教育引导其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具有必要性。一是党史上不乏年少成名、青春激扬的英雄人物，

例如陈乔年、陈延年等，这些历史人物的传奇经历对抱有偶像崇拜情结的大学生具有莫名的吸引力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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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力，偶像的力量促使他们去追随去模仿，正面偶像对中国革命、中国人民持有的态度会影响大学生的

价值观念，从而潜移默化的引导大学生正确历史观的形成。二是在党的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中，每一次

转折、每一次胜利背后都始终不渝的坚持人民立场。在党史学习过程中让这一理论“活起来”，在特定

的具体的历史场域中讲好人民立场为何是党的根本立场。三是在党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

失误和错误一直采取敢于批评、坚决纠正的态度。中国共产党自身就始终坚守正确的历史观，学习这方

面的党史有利于引导大学生面对自身所犯的错误和过失要有正确的态度，勇于承认、正确分析、积极改

正，不忽视自身缺点，客观看待，从而形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分析问题的习惯。 

2.2. 有效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一个显著表现就是否定党史，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近年来仍在隐性渗透，甚至

出现变种——软性历史虚无主义。话题用语更为新颖有趣，贴合日常生活，涉及多领域多形态，利用微

观史学所谓的“实证考据”来作为理论支撑，网罗了众多知识分子，对青年大学生的贻害尤为严重。大

学生正处于人生中的“拔节孕穗”期，这一时期思想开放、思维活跃，对新鲜事物有旺盛的好奇心且接

受度高，易被具有迷惑性和隐蔽性的错误思潮诱导而误入歧途。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从加强思想

引导和理论辨析入手，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要重新认识和全面理解，

透过现象看本质，才可拨云见日。发挥党史学习教育的资政育人功能，祛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当代青

年学生的消极影响，培植其正确的历史观尤为重要。高校作为各种社会思潮交汇的桥头堡和主阵地，要

坚持主流意识形态大传播理念，从学术批判入手，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引导，揭示错误思潮的本质目的

和传播规律，强化大学生理论辨析能力。高度警惕“不信正史信野史，不听权威听戏说”的行为，中国

革命有自己的特殊语境、特殊对象和特殊任务，向学生讲好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实事求是地评价

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绩，促使当代大学生主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维护历史，敬仰英雄，成长

为符合时代要求的先进青年。 

3. 新时代强化大学生党史教育的基本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做到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2]这一论述科学回答了为什么学党史、主要学党史的什么内容、

怎样学好党史等根本性问题，为强化大学生党史教育指明了方向。 

3.1. 学史崇德：学习党的优良作风与涵养高尚道德相协调 

习近平总书记指明学史崇德一是崇尚对党忠诚的大德，二是崇尚造福人民的公德，三是崇尚严于律

己的品德。强化新时代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就要将党的史料、史实的学习与德育要求结合起来，引导

大学生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使百年党史成为涵养大学生高尚道德品质的重要源泉。学好

党的革命史和英雄史，崇尚对党忠诚的大德。对党忠诚是伟大建党精神的鲜明标识和重要内涵，既是入

党誓言也是对新时代大学生的要求。对党忠诚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具体表现为思想行为与党中央保持

一致，要实话实说，既不夸大其辞、做面子工程，也不回避矛盾、徇私情。对党忠诚是无条件而非有条

件的，要勇于维护国家利益，义不容辞的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战士。铸牢忠诚之魂，为成为一名优秀的

新时代大学生党员而努力。学好党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史，崇尚造福人民的公德。学习百年党史中

英雄模范人物的风范，使报效祖国、造福人民成为大学生的崇高追求和价值取向，坚守“我将无我，不

负人民”的无我情怀。学好党史，崇尚严于律己的品德。德是才之帅，要慎独自守，严修私德。现实中

有一部分群体对党史缺乏应有的尊重，戏说历史，信奉野史，道德取向去崇高化。新时代的大学生要认

真学习感悟老一辈革命家大公无私、严于律己、天下为公的高尚品格，“大贤秉高鉴，公烛无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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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时自省、自察，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 

3.2. 学史明理：了解党的艰辛历程与把握客观规律相结合 

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学史明理”就是要求大学生在了解党的艰辛历程的同时发现历

史的本质，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深刻理解在中华民族内外交困之时，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

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为什么行不通，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接过革命的

指挥棒后为什么取得了辉煌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从而明确中国共产党诞生并逐步发展壮

大的历史必然性，做到以史为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和复杂性，向大学生解释好中国

共产党从哪里来、向何处去的问题是开展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的基本要求。党史教育要将“理论”置于

一定的“历史场域”，历史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将特定的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

中去考察研究，宏观议题与微观叙事相结合，使大学生了解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体会领袖

人物英明果敢，不再是“抽象”的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做到学史明理，明理是增信、崇德、力行的前提[3]。在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青年大学生不仅要了解党史“是什么”，还要深刻领悟其中的历史逻辑、理论

逻辑、实践逻辑，弄清楚“为什么”，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 

3.3. 学史增信：体悟党的坚定信念与弘扬伟大精神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明，学史增信，就是要增强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信念，增强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简言之，学史增信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共产党

人的革命信念、伟大精神提升到新的历史高度，使之焕发出新的活力，转换为勇往直前追求自由和美好

生活的实践意志。新时代强化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就是要增强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国迎来了实现“强起来”这一光明前景，在近代中国屡

败屡战的救亡图存探索中，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扶大厦之将倾，为人类现代化

道路提供了选择，为科学论证共产主义新社会提供了指南。在强化大学生党史教育过程中要坚守政治立

场，把握政治性原则，维护好党史的权威性，使广大新时代大学生做到学史增信。新时代强化大学生党

史学习教育，就是要增强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

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风貌。学习党史可以使大学生深刻认识到中国没有辜

负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使五百年前的社会主义主张成为现实，并结合中国实际开辟出了

独具特色和高度可行性的中国道路。新时代强化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就是要增强大学生对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使大学生深刻理解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逻辑理路，这“三次伟大

飞跃”彰显了党史的主流、主线和本质。要让大学生从党史中汲取精神养分，获得攻坚克难、夺取胜利

的精神力量，增强爱国情怀，增强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仰、信念、信心，铸就创新创业精神，

从而让伟大的中国精神在新的时代里、新的伟大事业中赓续传承、发扬光大。 

3.4. 学史力行：铭记党的光辉历史与投身社会实践相统一 

知行合一，大学生的党史学习教育的成果最终要落实在行动上。具体表现为，一是坚定理想信念，

学好用好党的创新理论，赓续红色血脉。现实关怀是马克思主义明确的治史原则，同现阶段我国推进伟

大事业的实践联系起来，大学生要从党的辉煌成就、艰辛历程、历史经验、优良传统中领悟党的理论的

真理性，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会用党的创新性理论来武装头脑，从思想自觉落实到行动自觉。

提升自身修养，在新时代赓续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血脉。二是发扬光荣传统，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深入

推进先锋模范人物的宣传工作，例如“七一勋章”获得者等“平凡英雄”，持续办好弘扬党的优良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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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光荣传统等校园主题活动，激发新时代大学生的责任担当之心，转化为实干创业之行。三是提高本领，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接续奋斗。我们党由弱到强，从近代数百个政党中脱颖而出，离不开每一个

共产党员的卓越能力与高超本领，新时代的大学生要注重提高学习能力、实践本领，在历史使命中找准

角色定位，为实现伟大梦想倾情奉献，正如繁星绘就苍穹，形成创造伟大奇迹的合力。明晰个人成长与

国家事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在坚定不移的做社会主义事业的推动者、建设者的同时建功立业，成就自己。 
总而言之，党史学习教育要循序渐进，从大学生的认知规律出发，首先对百年党史中的史实史料要

有系统整体的把握，避免对零碎史料“望文生义”、“断章取义”，从而有效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

思潮的诱导。其次在全面系统了解史实史料的基础上学习百年党史中的思想理论成果，这些优秀的理论

成果是党的发展历程中的经验总结，便于大学生要从中真正体悟党的初心使命，加强对党的政治认同。

再者要将党的思想理论成果内化于心，成为促进大学生自身健康成长的“钙”。党史就是一部信念史，

在那些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从不缺乏怀抱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共产党人，他们谱写了可歌可泣的信仰

的故事，党史是大学生补充理想信念之“钙”的最佳营养剂。最后，将党史学习成果、党的思想理论成

果外化于行，心驰之、神往之、践行之。在充分了解党的历史、体悟党的思想理论成果、补充理想信念

之“钙”后，最为关键的一步是将这些学习成果转化为实际行动，把在党史学习教育过程中形成的对党

的政治认同、对党的领导的自信转化为刻苦学习以期报国、响应国家号召踊跃参军、积极参加“三支一

扶”等实践工作的内在动力。 

4. 新时代强化大学生党史教育的实践路径 

新时代强化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要“活化”党史课程，利用好红色资源；要强化教师队伍，提升

思政课教师党史素养；要网络化学习教育，善用新科技新媒体，确保党史教育取得实效。 

4.1. “活化”党史课程，利用好红色资源 

习总书记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要围绕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重大问题，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加强思想舆论引导。”[4]红色资源是

我们党光辉历程的重要见证，是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活教材”。充分

利用好百年党史中的重大人物和重要事件，引导大学生学懂弄通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正确认识党

情、国情，汲取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 
在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过程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注重方式方法的创新，用史实说话，重温峥嵘岁

月，再现革命英雄人物的光辉事迹，增强表现力、传播力和影响力，丰富并活化思想政治课中党史教育

的实践形式。根据青年大学生的认知特点来设计开展学习党史实践活动，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

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学校根据校区所处的地理位置，圈定事件发生的重要标识地，作为大学

生的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基地，引导他们在心里树立红色理想。把丰富的红色

资源作为主题教育的生动教材，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其一，高校要积极建设有关中国共产党革命、

建设、改革活动的主题展厅，并招募大学生作为讲解员，来解说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来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是怎么来的，更为生动的诠释党的光辉历史，引导青年大学生主动向党组织靠拢，坚定理想信念，提

升党性修养。其二，组织大学生瞻仰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

场所，例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狼牙山五勇士陈列馆等等，通过共产党人的日记、信件、书籍、

照片、衣装、武器等等，学生更易深刻感悟那个时代我们党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习近平总书记率先垂范，多次瞻仰参观红色基地，他表示：“每到一地，重温那一段段峥嵘岁月，回顾

党一路走过的艰难历程，灵魂都受到一次震撼，精神都受到一次洗礼。每次都是怀着崇敬之心去，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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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感悟回。”[5]其三，利用好伟人故居和英雄人物事迹，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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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例如丰泽园毛泽东同志故居、北京陈独秀旧居，根据

故居中的展陈，促使学生回顾领袖人物在这里主持召开的重要会议、做出的重大决策等等，追忆伟大人

物的卓越功勋和崇高风范。 

4.2. 网络化学习教育，善用新科技新媒体 

大学生是网民中的重要群体，网络是其学习和娱乐的重要方式，另外由于疫情原因，以网络为载体

学习党史知识可以避免聚集，符合疫情防控要求，因此，加强党史学习教育网络化，“形成线上线下齐

头并进的生动局面”[7]势在必行。首先高校与共青团微信公众号平台、B 站、抖音等开设党史专栏，利

用漫画、动画等推出免费的党史学习资料，把抽象的党史学习形象化、具体化、趣味化。例如“中国最

强创业天团”小视频，此视频一经推出就登上微博热搜榜，人民日报为献礼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

将原版《少年》重新填词推出，取得了高播放量。其次，注重方式方法创新，设置大学生党史知识竞赛

通关模式、对战模式，激发大学生的求知欲。借鉴某些大型游戏的设计灵感，通关式、团队式作战更易

诱发大学生的好胜心。最后，推出与党史相关的优秀的影视作品，例如《觉醒年代》已经播出就取得热

烈反响，其中成功还原了陈延年、陈乔年等大学生热烈崇拜的党史人物。同时也要注意加强网络监督，

营造风正气清的党史学习教育环境。 

4.3. 强化师资队伍，运用好“大思政”课理念 

首先，高校思政课教师要加强与其他学科教师之间的协同配合。强化新时代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是

一项系统化工程，需要高校内部教育主体的广泛协作与配合。根据“大思政”课的理念，党史教育不仅

要依赖思政课这一主渠道，还需要挖掘其他课程中蕴含的党史教育资源，课程思政是对所有高校教师的

共同要求，促进其他学科课程与党史教育课相互配合，加强两类课程的联系，从而为大学生营造学习党

史的优良环境和浓厚氛围。其次，高校思政课教师在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过程中要加强组织领导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学习教育各项任务，第一点就是要加强组织领导。党史教育作为

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思政课教师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史料史实卷帙浩繁，大学生学习党

史在教师的组织引导更能事半功倍。党史学习教育组织化包含多种形式，可以通过给大学生上党课的方

式组织教师轮流宣讲，邀请劳动模范、先进人物、烈士后代等进校开展讲座等。高校思政课教师要注重

调动每一位大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适当采取定期考核的方式。最后，高校思政课教师自身也要树立

正确的党史观，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国家需要思政课教师作为先锋力量。在现实境遇与主流意识形态出

现冲突时，要正确解读，说服自身，在深化认识中提高认识，提升自身的党性修养，提高教学自信，保

证向大学生传递正确思想。 

5. 结语 

新时代强化大学生的党史教育、发挥党史资源的资政育人功能是十分必要的，“学史明理、学史增

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解释了为什么学党史、主要学党史的什么内容、怎样学好党史等根本性问题，

为强化大学生党史教育指明了方向，以此为根据创新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的实践路径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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