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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大学生党史教育的实践研究——以H大学 J学院的
土地改革史教育为例
王晨烨

华东理工大学，中国·上海

党史教育是全党全社会需要认真完成的重要工作，在高等学校中，引导大学生如何学好党史，主动学习党史是高校辅导员
的核心任务。论文以H大学J学院的土地改革史教育为例，探讨如何开展理工科大学生党史教育的实践，并从增强理论素
养、抓实队伍建设、形成反馈机制，落实“定岗明责”等四个方面进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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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上指

出：“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辅导员

是大学生的人生导师和知心朋友，不仅要让学生明白学习党

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更要和大学生一起学习党史、研究党

史。因此，H大学 J学院（下文简称为 J学院）以调查法以

及文献研究法研究，采用查询档案、翻阅书籍、采集口述史

料等方法，对 1950年至 1951年的崇明县土地改革进行研究，

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获得革命胜利的原因，让学生掌握学习

党史的重点与要点。

2 J 学院学生情况介绍

J学院为典型的理工科学院，学生在课堂中接受的党史

教育较少。所有学生在高中时选修了理工科。

学生的政治知识基础薄弱，对党史的理解不深刻，但

学生有较强的意愿接触政治，了解政治。该学院约 50%的

学生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在入党申请人中有 70%

的学生成为了入党积极分子。入党积极分子对政治学习的热

情较高，同时也是各学生组织的骨干力量，是党史教育的核

心对象。

3 J 学院土地改革史教育的实践过程与成果

J学院的入党积极分子在辅导员的带领下，利用周末以

及节假日开展多次教育活动。走访了当地档案馆，图书馆等

多家单位，持续采访了 12位亲历者。活动分为三个阶段：

文献研究、实地采访、宣传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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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文献研究

文献研究主要针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土地改革的相关政

策、相关学术论文以及《崇明县志》。

第一，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土地改革的相关政策的

研究，勾勒出土地改革的轮廓，更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波澜壮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是

经过不断地实践而来，美国的莫斯特认为：“在农村摧毁地

主阶级和传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正式法律依据，是 1950年

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中国共产

党在不断地实践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最终颁布了以《土

地改革法》为核心的土地改革政策与法令。在《土地改革法》

以及相关配套法律的指导下，土地改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土地改革是一场有组织、有秩序、有

计划地运动。

第二，阅读相关学术文献，用学术思维思考土地改革

给中国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土地改革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

点，但在新世纪以前，对土改研究的重点是放在中共如何组

织土改，怎样解决土改中产生的问题以及评述土改的效果。

进入 21世纪后，有部分研究者关注了土改中农民心态思想

的转变，讨论了中共在这种转变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对研

究土地改革的文献在 21世纪之后如井喷一样出现，学者们

结合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等一系列学科，让土地改革

这个“老瓶”装了“新酒”。

第三，通过阅读《崇明县志》，具体了解崇明县的历

史沿革、土地占有情况、土地租赁制度等土地改革背景是

怎样的。解放后先隶江苏南通专区。解放前，崇明各阶层

的土地占有状况极为悬殊。1949年，全县农村人均占有土

地 1.95亩，而地主人均占有土地 23.72亩。占农村总人口

4.39%的地主、富农占有全县土地的 31.74%，而占农村总

人口 49.14%的贫雇农仅占有全县土地的 14.67%。[2]崇明县

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会向地主、小土地出租者等租赁土地，商

议好租额和租赁期限，立下字据，双方各执一份。民国时期，

每千步超过 200元。在极高的租金下，崇明的农民生活在水

生火热之中。

3.2 实地采访

通过对亲历者的采访以及调阅相关档案，进一步了解

了土地改革的意义，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

根据各个老人的回忆，农民在土改前生活水平都非常

贫困。整个农村几乎处于破产的状态。根据吴相范老人回忆，

在农闲的时候，他父母会带着他去跑滩，“冬天的风很冷，

滩上的东西很少，一天下来，也没什么收获。但又没有什么

（暖一点的）鞋穿，能有芦花鞋（芦花即芦苇开花晒干后的

产物，有一定保暖作用）穿已经很不错了，有钱人家也穿不

起棉鞋。往往一个冬天下来，手上、脚上都是冻疮”。

经过咨询亲历者的会议和翻阅档案。典型的土改有两

个阶段。

第一阶段：包括了解情况、宣传土改、整理组织划分

阶级、没收征收。达到了动员起来、提高觉悟、组织力量、

团结内部、一致对外、打到地主，即消灭敌人，解除武装的

效果。

第二阶段：包括分配土地，总结土改等。达到了庆祝

胜利、总结战斗、壮大力量、提高一步、分配果实、部署生

产的效果。

3.3 宣传展示

通过对入党积极分子的党史教育，让他们充分了解到

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改革的艰辛历程，体会中国共产党为人

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决心。入党积极分子在学习完成

后，又在各个班级组织学习，达到了党史学习“滚雪球”的

效果。

4 经验与启示

经过此次对土地改革史的学习，学生对党史有了进一

步的认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感大大提升，切实地体会到

中国共产党先锋队的性质。此次学习活动有以下经验与启

示：要增强辅导员的理论素养、抓实学生干部队伍建设、形

成活动反馈机制，落实入党积极分子的“定岗明责”。

4.1 增强理论素养

辅导员作为大学生党史教育的核心力量，必须增强自

身的理论素养。要做好党史教育，辅导员首先要第一个受

教育。

4.2 抓实队伍建设

学生干部队伍是做好大学生党史教育的基础，学生干

部队伍的强弱决定了大学生党史教育的好坏。毛泽东指出：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学生干部队

伍作为学生管理的重要抓手，必须牢牢地掌握在党组织的手

中。这样才能让最广泛的大学生接触党史，学习党史。

4.3 形成反馈机制

活动反馈机制是大学生党史教育的保障。只有通过学

生和群众的不断反馈，组织者的不断改良，才能形成干部群

众喜闻乐见的党史学习活动。

4.4 落实“定岗明责”

“定岗明责”活动是该院学生党员以及入党积极分子

在具体的岗位上进行党性锻炼、发挥作用、提高能力的一项

特色工作。而想要做好党史教育，就应该把党史学习教育纳

入为“定岗明责”工作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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