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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ocal party history in Shaanxi provinc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hich provides rich 
materials for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integrate the local party history 
of Shaanxi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highlights of Shaanxi local Party history 
should	be	fully	explored	to	highlight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should	be	actively	innovated	in	ways	and	
methods, so as to promote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party history learning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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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陕西地方党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将陕西地方党史融入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上要充分深挖陕西地方党史的亮点来突显教学目标，方式方法上要积极创新提升教学成效，推动
党史学习教育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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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党史学习教育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要发扬马克思主

义优良学风，坚持分类指导，明确学习要求，学习任务，推

进内容、形式、方法的创新，不断增强针对性和时效性”[1]。

陕西留存和保护了丰富的地方党史文化，是党史学习教育和

思想政治教育宝贵的资源，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上契

合。将这些优秀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意义重大，是

贯彻落实党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政治任务，有

利于进一步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政治站位，增强思想政治

理论课的深度和广度，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改革创新。

因此要充分挖掘陕西地方党史的亮点，探索适宜的融入方

式，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和效果。

2 挖掘亮点素材，凸显教学目标

将陕西地方党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明确其中

的亮点，在服务教材内容体系的基础上，挖掘有教育意义的

党史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丰富教学内容，突显教学

目标。

2.1 坚定大学生的理想信念
中共陕西党组织的建立一开始就源于陕西籍党史人物

在外接受新思想后，回到家乡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中共党

组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比如陕甘革命根据地、陕

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刘志丹、谢子长，他们选择了

自己的理想后，一生不改其志，在坚持理想信念的过程中最

终牺牲在战场上。像他们这样的革命战士还有很多，例如习

仲勋 16 岁在狱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兵运工作，创建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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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根据地，在中央到达陕北前差点因为“左”倾路线的危害

牺牲，“文革”中受到迫害长达 16 年之，但是始终坚定共

产主义信仰，始终拥护党中央，为党的事业奉献终身。

从陕籍党史人物群体看，无论是领袖故事、英烈故事，

还是普通人物故事，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坚定信仰。在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教师要讲好党史人物故事开展理想信念

教育，就要善于选取代表人物，在众多优秀人物中选择贴合

主题、直指核心的人物故事，发挥典型人物的模范作用。同

时在讲授中把握好讲授技巧和价值引导，以生动的人物故事

引导学生产生情感共鸣，从人物的故事中感受到理想信念的

力量，把所思、所得转化为行动的力量。 

2.2 增强大学生的“四个自信”
陕西早期知识分子回到家乡后在关中、陕北先后建立

了陕西党组织，主动担负起领导陕西地区群众运动和革命斗

争的重担。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和陕西边

界地区相继领导成立了中共陕西省委、川陕省委等省级党的

组织，党组织带领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建立

和壮大革命根据地，并成为土地革命后期全国仅存不多的革

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长征提供了一个落脚点，也打开了中

国革命的新局面。中央红军从 1935 年 10 月中央红军到达陕

北至 1948 年 3 月离开陕北，从一个部队减员严重、力量弱

小的政党成长为一个不断壮大的大政党。全民族抗战期间，

中共陕西党组织坚持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成立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壮大抗日救亡运动，同时与国民党

顽固派破坏抗日活动抗争到底；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陕西组

织根据中央指示，秘密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在国统区组织

人民武装进行反内战斗争，打退国民党军对陕北解放区的重

点进攻，配合中央部署解放陕西全境，建立新的人民政权。

纵观近代陕西的发展历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

陕西人民和全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

和必要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难道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这是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

也是教育现代化的方向目标 [4]。”陕西地方党史的突出亮点

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属性具有一致性，就是旗帜鲜明

的讲政治。因此，教师要结合课程目标，将陕西地方党史的

奋斗历程和鲜明特点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通过学习了解陕

西地方党史，增强大学生的“四个自信”，坚定政治立场，

坚定不移跟党走。

2.3 提升大学生的精神境界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百年来，中国共产党

在奋斗中逐渐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

人党性原则、思想境界、情操情怀、气节风骨的集中体现。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陕西形成了一批伟大的革命精神，

包括延安精神、照金精神、南泥湾精神、张思德精神等。这

些精神集中体现了陕西人民中国共产党带领下追求民族独

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道路上，不屈不挠、前赴后继、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坚持真理、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宝贵精神气质。

中国共产党、国家、人民正是靠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

命的精神走到了今天。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

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从北京前往延安，瞻仰革命纪

念地，重温党中央在延安的峥嵘岁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

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

任务而团结奋斗。[2]”弘扬伟大精神是开启新时代新征程的

必然选择。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如何培养人”的问题上，

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激励新时

代大学生主动传承党的优秀传统、继承革命精神，以昂扬的、

向上的、奋斗的姿态正确认识国家的前途命运和自身的使命

担当，自觉投身于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投身于西部地区

经济发展，敢于去基层去偏远的地方，在学习和工作中不怕

苦、不怕累，坚守初心和使命，无私奉献，以青春的朝气谱

写壮丽的青春之歌。

2.4 强化大学生的使命担当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一代又一代的

人自觉肩负使命，不懈奋斗才可能实现。近代中国屈辱被迫

打开国门，外有西方列强侵略步步加深，内有腐朽落后的封

建政权残酷剥削人民，同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陕西地区的

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随着新思想和新文化在全国的传

播，一批曾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求学的陕西籍青年知

识分子先后回到家乡，主动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化，启发人民

群众的阶级觉悟，组织群众起来反抗，渭北、陕甘边、陕北、

鄂豫陕、陕南苏区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红军落脚陕

北时仅 3 万余人，在抗战胜利时党员人数已经增至 121 万。

人民群众自觉担负起救亡图存的使命，为拜脱帝国主义的侵

略不惜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据《陕西省革命烈士英明录全

集》记载，为中国革命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 27152 人，

还有成千上万的无名英雄烈士，革命先辈的鲜血洒遍了秦岭

南北、渭水两岸 [3]。可以说陕西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付出

了巨大牺牲。

正是这份强烈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

团结了一大批人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他们站在国家和民族

的立场上，思考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义无反

顾地进行革命，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从一批优秀的陕籍党史人物身上，能够看到中国人的责任与

担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伟大的历史任务没有变，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引导大学生自觉勇担使命，需要讲

清楚为什么才更有说服力。将陕西地方党史融入思想政治

理论课，要突出时代背景下陕籍人民群众的斗争历程和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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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程，陕籍青年知识分子心系国家前途命运和人民群众的生

活，将国家的发展与个人的发展紧密相连。将地方党史与家

国情怀、使命担当紧密联系起来，引导学生从陕西地方党史

学习中汲取力量，主动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祖国和

家乡的发展做出贡献。

3 创新教学方式，提升教学成效

将陕西地方党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积极创新

教学方式，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学生能够从多方面了

解陕西党史，践行学史崇德、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力行。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的公共必修课，包括理

论教学和实践教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一共有五门，各科

目之间虽有交叉但各有特色。从理论教学层面来看，第一，

各门课程都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结合陕西地方党史，在不改变

课程结构的前提下，找寻二者的内在关联性，优化教学体

系，将陕西地方党史内容合理地贯穿于各门思想政治理论课

的教学内容，促进几门课程之间同行同向，发挥最大的整合

效力，实现协同育人。第二，可以根据各门课程的特色，结

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央和各部门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的政策与理论的相关文献、陕西地方党史的最新公布文献、

研究成果，编写具有地方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辅助教材，

内容涵盖当地的革命历史、英雄人物事迹，并将地方党史与

当地经济发展、精神文明建设、传统习俗文化结合起来，将

抽象的理论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内容，扩充教学内容，帮助学

生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第三，高校可以结合自身实

际情况开设陕西地方党史选修课，进行专题教学，按照陕北、

关中、陕南区域划分，讲好陕西地方党史，使学生了解更多

身边的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故事。同时在理论教学中为达到

教学效果，要灵活使用教学的方法方式。一是善用故事，从

学生的关切点入手，深入浅出地设计教学内容，运用图片、

视频、口述等多种教学法将党史故事融入教学中，增强学生

的情感认同。二是巧用互联网，互联网的发展为教学提供了

丰富的图片、视频、音频素材，一些理论讲授有困难的知识

体系借助多媒体、互联网以图文并茂的方式直观的、鲜活的

展现在学生眼前，便于学生理解和吸收。三是勤用问题，组

织学生讨论。理论教学要避免灌输式教学，需要选取合适的

案例组织学生思考问题，从问题中追根溯源，激发学习兴趣，

从交流中深化理解，增长见识。

从实践教学层面来看，有效的实践教学不仅能巩固理

论知识，还能增强学生的体验感、认同感，使情感得到升华。

第一，利用红色文化遗址开展现场教学。陕西省的国家级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就有 19 个，还有许多省级、市级、县级的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加上各地纪念馆、展览馆、烈士陵园等，

红色资源遍布陕西。通过定期组织学生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聆听党的故事、革命前辈的故事，增强学生的历史认同

感。第二，引导学生挖掘红色资源，支持高校学生利用寒暑

假在家乡组建团队，在教师的指导下，开展陕西地方党史资

源的收集工作，通过走访抗战老兵、党员模范先锋，聆听并

记录他们的故事，将实践成果进行整理和总结，切身实际地

进行一场思想的洗礼。第三，鼓励学生积极创作，让陕西地

方红色资源“活”起来。引导学生将了解到的陕西地方党史

与所学专业结合起来，开展创新实践活动，例如设计红色网

站分享红色故事，设计一些具有红色元素的创意作品，根据

陕西地方党史人物、事件创作诗歌、话剧、歌舞，开展校园

活动，在校园进行宣传展览，真正让历史“活”起来，激发

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兴趣，从党史中汲取力量，做

到知史爱党、爱国，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

4 结语

站在建党百年新的历史起点上，学习党史是了解党的

奋斗历程、传承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现实需要。依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党史教育的主

阵地，将陕西党史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发挥党史育人功能，

提高立德树人的教学质量，有利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

业培育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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