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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1]。学

习中国共产党党史不仅是党员同志们的当务之急，也是新时

代大学生的头等大事。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学习党的历史，感悟思想伟力，实事求是地聚焦我们正在做

的事情，是全党全国全军不断向前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2 中共党史在新时代高校大学生学习教育中
的重要意义

①学习党史，感悟真理，积蓄力量，坚定党的领导。充

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进而指导如今的工作和学

习。身在浩浩荡荡的历史大潮之中，我们只有发扬革命精神

接续奋斗，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勇当时代弄

潮儿，才能在这个大潮中乘风破浪、勇往直前。这是当代大

学生的使命，也是党史学习的实践意义。

②学习党史，思想认同，知百年兴替，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雄关漫道的百年征程，不断从小到大、由弱到强，

从一艘红船到今天 9 千万党员的大党，从井冈山上星星之火

到全国范围解放，从积贫积弱、一穷二白到繁荣富强、屹立

东方，期间经历了起起伏伏，跨越了无数艰难险阻。同学们

只有了解这一切的来龙去脉，了解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

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才能深刻认识

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

③学习党史，传承伟大精神、优良作风，发扬光荣传统。

中国共产党的可靠建设者和合格接班人 [2] 要传承好这些历

久弥新、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始终保持

一个奋发有为、百折不挠的良好精气神。

3 新时代大学生学习党史教育存在的问题和
原因

3.1 党史教育不够重视，载体单一，流于形式
党史教育较早存在于思政教育，但发展较缓，在新时代

高校教育中扮演的角色和达到的效果渐行渐远，没有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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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合当前思政工作蓬勃发展的大趋势。高校各级部门对党史

教育的投入、重视不够；缺乏人力、财力的支持，没有形成

特色体系化的党史教育，不能真正把握党史教育的规律性和

重要性；党史教育载体单一、内容简单、学生学习形式化严

重，没有运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新媒体技术—微信、微博、

微视频等，导致教学成果更新滞后，教党史教育效果不佳，

无法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3.2 党史教育学习缺乏动力，创新意识不强
作为新时代大学生，00 后悄然成为了大学的主力军，

他们特点鲜明、个性独特、思维敏感、热衷于新事物，敢于

尝试一些不被社会认可的潮流，特别是信息全球化以来，沉

迷于动漫、娱乐等信息，所以，对党史教育的内容有着更高

的要求；有点大学生甚至受历史虚无主义影响，认为过去的

就让他过去，把握当前才是“硬道理”，直接导致了学习党

史的动力不足，目的不清，态度不够端正；还有部分大学生

出现厌恶、烦躁等不良情绪，简单认为党史学习就是死记硬

背，缺乏创新意识，联系生活个人实际不够。

3.3 党史教育实践基地缺乏，实践活动不足
高校关于党史教育的实践教育缺乏整体性的谋划和部

署，没有明确的实践教学的课程安排，没有实际的教学产所，

更谈不上教学效果。同时，也存在党史教育资源的过剩，各

行其是，旨在完成教学计划，许多红色革命经典没有深入挖

掘、研究和宣传，存在一知半解，其形式大于内容，导致党

史教育教学活动很不规范，没有达到具体的教学目标。

4 加强大学生学习党史教育的几点思考
①强化和完善高校党史教育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作

用。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政课程建设，习近平总书记

高屋建瓴、多次顶层设计，不断谋划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持续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和“立德树人”关键课程的

作用 [3]，加大思政课程体系创新，建构思政课程体系，实现

教师素质的根本性提高，转变教学方法，不断增强进校园、

进课堂、进头脑三进作用，进一步提高三率—到课率、

抬头率、点头率，形成党政共管各级抓的“大思政”格局，

进而加快马工程学科体系建设，特别是“党史”教育在思政

课的理论和研究。党史教育与思政教育两者应该紧密结合起

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让思政课程更具理论性，思想性

和底气，同时加快编撰党史教育的校本教材，理论联系实际，

让历史成为最好的教科书，让人物更具活力，让党史教育成

为思政课程改革中亮点和焦点。

②高校党史教育必须形式多样，形成精品，薪火相传。

了解中华文明历史，理清历史发展脉络，要特别重视近代以

来的百年屈辱史，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局面，经

历了富强到衰落，从衰落到崛起的心艰难历程，让大学生们

切身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导和伟大祖国取得巨大成

就。因此，党史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形式单一，直

接灌输和机械的学习党史，效果将事倍功半。所以，要注重

党史教育的形式转变，如可采用讲授法、情景模拟法、创意

展示法、角色扮演法等多法并举，推进内容和形式的党史教

育；多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在欢乐中深入理解党史教育

的精神实质；运用说唱、表演、演讲等方式，形成党史教育

的学习精品，增强教育的时效性和针对性，不断弘扬红色文

化，传承红色基因，牢固树立四个自信，坚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共同理想。

③利用现代互联网技术，创新高校党史教育途径。随着

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微博、

微信、短视频、抖音等新媒体的融合发展，都将是党史教育

的重要平台。90 后、00 后的大学生是“互联网一代”“手

机一代”，新时代是信息技术的一代，是属于他们的时代，

所以新媒体将成为当前党史教育的重要传播工具。庞大的信

息就如浩航的宇宙，同学们要加大阅读、搜索和整理，将有

用的信息梳理总结，分清真假、辨别是非，不能人云亦云、

歪曲历史事实，汲取前进的力量。

④开展党史教育的实践活动，让经典“活”起来，入脑

入心。要大力弘扬革命精神，仅仅只是课本里学、书里讲是

远远不够的，必须组织学生们“走出去”和“引进来”。到

井冈山等革命圣地学习参观，感受红色文化，到博物馆、军

史馆等红色景点实地了解，在烈士陵园切身感受，深入了解

革命英雄的事迹，学习先辈们的大无畏精神。通过红色经典

诵读，红色革命教育基地走访、听革命故事、祭祀扫墓和党

史知识竞赛等社会活动，强化新时代大学生的党史教育，深

刻体会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经历了苦难与辉煌，不

断践行初心与使命，不断增强大学生们的政治认同、历史认

同、民族认同 [4]，进一步激发了大学生们的报国志和强国心。

5 结语
作为新时代大学应该全面细致的了解学习掌握中国共产

党党史，系统地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教育的重要论述，

深刻理解党史教育重要意义，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加大人力、物力、财力投入，积极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党史

教育，大力推动党史教育的社会实践活动，不断创新党史教

育方法，加大以新媒体自媒体等互联网模式宣传，进一步推

动党史教育走深走实，高质量高标准完成党史教育各项任务，

做到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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