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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将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
田彬

四川大学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中国·四川成都

中国的高校不仅肩负着为中国共产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职责，还肩负着教书育人、立德树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的历史重任和神圣使命。总书记说：“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大学的根本保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高校党建工作主要内容和重要载体，是高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是事关培
育时代新人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战略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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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田彬（1969-），男，中国山西夏县人，本

科，五级职员，从事高校党建工作研究。

1 引言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百年来，中国共产

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接续奋斗，建立了伟大功业，创造了伟

大历史，也形成了宝贵、丰富的经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

年华诞的重大历史时刻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

的关键节点，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要求全党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2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的重要意义

①党史学习教育是深化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必然要求。

②党史学习教育是深化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力量源泉。

党的百年历史，是自强不息、始终加强党自身建设的

历史。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持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我们党焕发出无

限的生机与活力。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总结出来的丰

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必将为新时代大学生提供前进的

智慧与力量，给高校思政教育提供丰富的力量源泉 [1]。

③党史学习教育是深化大学生思政教育的伟大实践。

“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高校思政教育的

目的毫无疑问是促进青年树立正确的三观，全面健康成长。

通过党史学习教育，牢牢把握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人民

情怀，始终把“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于立德树人的全

员、全过程、全方位，通过多种形式的党史学习教育丰富大

学生思政教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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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党史学习教育对于深化大学生思政教育的

重要作用

3.1 坚定大学生理想信念，砥砺奋斗意志

总书记强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

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

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大学生要准确把握中华民族百年来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重大理论问题。总书记在

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提出，“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大学生一定要弄明白这

些道理，才能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共产党，才能了解历史为

什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才能树立起正确的党史观。只有这

样，才能继承党的光荣传统，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增进对马

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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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的信心。

因此，高校一定要通过融入党史学习教育的思政课教

育引导大学生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把学习

成果内化为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三观，坚定不移听党话、

跟党走，用信仰信念照亮奋斗之路，更加坚定地为党和国家

的事业努力奋斗 [2]。

3.2 厚植大学生家国情怀，激发使命担当

爱国主义精神是一个国家、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

程中积淀和巩固起来的，对祖国的一种深厚感情。千百年

来，中华儿女早已将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自己心中，它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发展繁荣奋斗不息，成为

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基因。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告诉我们，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不会有中华民族今

天这样伟大的成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的复

兴前赴后继、流血牺牲，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新时代的大学生应积极响应习总书记的号召，通过党史学习

教育自觉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

血脉。

3.3 培养大学生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艰难发展、一路走到今天，在革命、

建设和改革开放中靠着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精神取得了一次

又一次的胜利，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伟大飞跃。我们党走过的百年历程，充满着苦难辉煌，饱

含着富有时代内涵的伟大情怀，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

神谱系。站在新的历史发展机遇中，高校应当引导大学生学

习党的百年奋斗史，充分汲取精神谱系中丰厚营养，要从党

的辉煌成就、艰辛历程、历史经验、优良传统中深刻领会其

中道理和逻辑，补精神之“钙”、固思想之元，培养艰苦奋

斗、勤俭节约的精神，树立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以只争朝夕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

3.4 激发大学生创新发展、逐梦前行的豪情壮志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也就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革命道路。当今世界，国际竞争日

趋激烈，特别是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的竞争尤为突出。因

此，大力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加速提高我国科技水平，是

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大学生是国家事业

发展的后备力量，必须牢牢抓住大学人生学习的这一黄金时

期，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发展中蕴含的强大创新发

展思想与力量，增强创新意识，培养创新思维，提高创新能

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砥砺奋斗、逐

梦前行。

学历史，能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中

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

服力的教科书。高校的思政教育要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磅

礴力量，在大学生中广泛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在学

习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开创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局面。

4 党史学习教育对于深化大学生思政教育的

实践指导意义

4.1 发挥党史的“教科书”作用

总书记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大学生要认真学习、

充分利用这本“教科书”，积极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

成果的起源、发展、创新、成熟的历史过程及其指导中国实

际所取得的伟大历史性成就，深刻把握科学理论中蕴含的党

建思想、理论与实践，在深化新时代高校党建和大学生思政

教育中增强政治意识，提高政治站位 [3]。

4.2 发挥党史的“营养剂”作用

总书记指出：“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

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回顾我们党走过的百年历程，充满着

荆棘艰辛与伟大辉煌，饱含着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创新发

展的坚强意志，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精神谱系。在

学习党史、深化大学生思政教育中，要充分汲取精神谱系中

丰富营养，补精神之“钙”、固思想之“元”。

4.3 发挥党史的“好老师”作用

总书记说：“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党的百年奋斗史，

就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他事实告诉我们：“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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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学生应该在这位“最好的老师”

引领下，积极锻炼提升自身的思想道德素养，坚定自己的理

想信念，努力成为政治素养高、理论素养优、作风素养硬的

高素质建设者和接班人。

5 结语

高校系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为大学生思政教育注入了

宏大力量，既是高校准确把握政治方向、管控大局的利器，

也是新时代高校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的必然要求。高校只有坚

持以党建为引领，将高质量的党史学习教育与大学生思政教

育深度融合，促进大学生思政教育科学实施，提升大学生思

想道德素养，坚定大学生理想信念，为党和国家培养出更多

政治素养高、理论素养优、作风素养硬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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