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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百年党史内容极为丰富，是重要课程资源。百年党史，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哲

学中国化推进史，也是一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及其自立自信的历史，与《哲学与文

化》教材内容紧密相嵌、内在契合。中国共产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始终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

福，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发展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将党史融入高

中思政课教学不仅是在高中思政课开展“四史”教育的重要途径，更是培养高中生思想政治

核心素养、树立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的有效方式。教师要在系统学习党史的基础上，遵

循尊重历史、论从史出、服务教学原则，在教学实践中深入挖掘党史中的哲学原理和文化

原理，使学生“明理”“增信”“崇德”“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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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其中，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无产阶级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理论基础。历经一个多世纪，在

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当中发展出的革命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成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文化建设史。因此，中国共产党不

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忠诚信奉者与坚定实践者，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领导者和建设者。将党

史融入高中思政课，有助于学生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

义为什么“行”的问题，增强学生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自信。

一、学党史以明理，掌握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学习掌握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必修４《哲学与文化》是最基础、最全面的内容。教材立足马克思

主义哲学内容，使学生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目的是使学生从内心认同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先进性，将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增强学生的政治认同。

第一课第三框“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要求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使命和基本特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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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本部分内容理解对于欠缺基础哲学知识储备的高中生而言具有一

定难度。结合以上教学背景，教师展示以下材料，引导学生对所给材料进行讨论。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

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①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中国革命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

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

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②。

由于马克思的创造性转换，哲学从此不再是历史终结时分才冉冉起飞的密涅瓦的猫头鹰，而是历史

破晓时分便引吭高歌的高卢雄鸡。③

通过分析材料并结合历史知识，学生能够理解近代中国各种救国方案纷纷破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革

命缺乏科学理论指导。自从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思想武器，

就掌握了革命主动权，承担起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两大历史任务。引导学生思考发生这一转变的

原因在于中国革命找到了科学的行动指南，从而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肩负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历

史使命的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在其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将中国革命分成新民主义主义革命和社会

主义革命两步走，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史实践，是讲清教材中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实践观点”“科学性和革命性”“与时俱进”三大基本特征的历史事实支撑。通过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

历史成就使学生更易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在高中生头脑中更好建构起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整体认识，更能讲清楚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现实逻辑和历史逻辑。最后，通过猫头鹰和雄鸡的比喻，

使学生更好理解哲学不仅是一种反思性活动，更是一种创造性智慧，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同中国具体革命

实践结合中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并在此过程中产生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成果。

二、学党史以增信，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党史是理想信念的生动教材，文化自信是学生坚定理想信念的根基。教师在第九课第三框“文化强

国与文化自信”的教学中融入党史内容，能够为学生理解文化自信提供史实依据。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不仅基于我国古代辉煌灿烂的文明成果，更是基于我们民族苦难和奋斗进而实现伟大社会变革的现实境

遇；新时代的今天不仅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更是基于我们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对于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大意义。回顾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人民的伟大奋斗历史，无论革命战争年

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改革时期，民族精神和文化自觉始终伴随于伟大奋斗历程。例如，抗美援朝战争

以其战争的惨烈和敌我双方实力对比的悬殊成为我们党担当历史使命过程中激发民族情感、增强民族自

豪的重要事件。抗美援朝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民族自信，增强了对中国共产党作为“领路人”和主心骨的

角色的信心。“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这一战争使新中国真正在世界站稳了脚跟，彰显了新中国的

大国地位，是我国革命精神和先进军事文化的胜利。

教师可截取央视摄制抗美援朝主题纪录片，设置“抗美援朝战争该不该打”这一问题情境，鼓励学生

自主探究、辩证思考。引导学生思考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敢于出兵应战世界上经济实力最雄厚、军事力量

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的原 因。随 后 展 示 以 下 材 料，引 导 学 生 讨 论 思 考 在 敌 我 力 量 对 比 如 此 悬 殊 的 战 争

中，中国的正义之师取得最终胜利，令国际社会对中国刮目相看的原因，使学生认识到伟大抗美援朝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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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内涵以及其强大精神力量。

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中“涌现出３０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６０００个功

臣集体，有毅然抱起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有用胸膛堵住枪眼为战友冲锋开道的黄继光，有

烈火烧身岿然不动直至壮烈牺牲的邱少云，有跃入冰河以生命换得朝鲜少年安然无恙的罗盛教……他们

用生命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被祖国人民称为‘最可爱的人’”①。

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条件极为艰苦的背景下，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极大地增强了新中国社会各界的民

族自信，增强了对中国共产党作为“领路人”角色的信心。这份自信本质上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

发展的自信，是我国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以材料中的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罗

盛教的故事为索引，向学生介绍伟大抗美援朝精神与焦裕禄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

红旗渠精神等都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百年奋斗熔铸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连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沉淀为我们坚持文化自信的思想基础，使学生更好理解教材中“我们

要坚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的要求。

党的历史是一部文化建设史，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

传统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历经百年，党推翻了压在旧中国文化发展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

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为文化发展提供了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历经百年，党自觉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用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社会治理、道德教化和家风建设；历经百年，党留下了许多文化典籍，

以集体智慧不断回应时代主题，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宝贵思想成果依托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

实践，以全新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充分彰显

了科学理论的强大生命力 和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的 理 论 创 造 力。学 生 在 理 解 文 化 自 信 的 基 础 上，对 如 何 处 理

马、中、西之间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便有了根据。那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融通古今中外各种

资源，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三、学党史以崇德，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先去其史。”面对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学生的侵蚀，教师应运用历

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评价和回应，引导学生正确评价党内历史人物。第六课第二框的学习目标为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讨论关于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布置预习作业，了解毛泽东的生平

事迹，小组讨论“你认为毛泽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一问题。教师在总结时出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文本。

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

毛泽东同志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

引导学生明白客 观 正 确 评 价 毛 泽 东 同 志 的 功 与 过 不 能 离 开 他 所 处 的 时 间、地 点 和 条 件。一 方 面，
“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②另一方面，教师也不能回避在时代和

历史的局限下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使学生举一反三，学会在现实生活中运用“是否自觉遵循社会发

展的客观规律”和“是否自觉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两个标准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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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史观是学生认识社会和 价 值 选 择 的 基 础，“如 果 历 史 观 错 误，不 仅 达 不 到 学 习 教 育 的 目 的，

反而会南辕北辙、走入误区。现在，一些错误倾向要引起警惕：一些人夸大党史上的失误和曲折，肆意

抹黑歪曲党的历史、攻击党的领导；有的将党史事件同现实问题刻意勾连、恶意炒作；有的不信正史信

野史，将党史庸俗化、娱乐化，热衷传播八卦轶闻，对非法境外出版物津津乐道，等等”①。以上习总书

记指出的现象是历史虚无主义者的经典操作，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稳定的高中生而言具有相

当的迷惑性和欺骗性。为此，我们要在课堂上呈现真实党史，使学生认识到历史虚无主义的唯心史观本

质的极大危害性，从而使别有用心的谣言不攻自破。

历史人物的实践具有客观物质性，历史实践的主体、客体和手段都是客观的，也受到客观历史规律

的制约，是客观历史条件的产物，因此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评价。“不

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

业绩来。”②面对别有用心的污蔑和指责，引导学生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不在于它永不出错，而在

于它勇于自我纠错，在错误中汲取经验教训，把革命不断引向胜利。教师通过在课堂上讲述共产党员在

历史中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使学生采用实事求是的方法评价党内历史人物，认识到人民群众和英雄

领袖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理解人民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这一命题，进而理解党的群

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使学生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强大理论武器，使学生理解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

像优秀共产党员们那样劳动奋斗才能实现美好人生。

四、学党史以力行，实现崇高的人生价值与人生理想

高中阶段是个体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学生的自我意识增强并开始思考人生目的、人生意义等问

题。教材第六课第３框“价值的创造与实现”要求学生掌握创造和实现人生价值的方法论，矢志追求更有

高度、更有境界、更有品位的人生，努力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百年党史正是

由这样的榜样人物绘就书写，如战争年代保家卫国、和平年代为民造福的老英雄张富清；迎难而上、无

私奉献的人民公仆焦裕禄；勤学苦练、勇于创新的大国工匠高凤林；身残志坚、勇敢顽强的时代偶像张

海迪……优秀共产党员在处理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舍小家为大家，是值得挖掘的教学

素材。

中国共产党４６０多万个基层组织，广泛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筑起一座座抗

击疫情的坚强堡垒。在疫情危及人民生命安全的危难关头，共产党员冲在最前面，全国３９００多万名党

员、干部战斗在抗疫一线，１３００多万名党员参加志愿服务，近４００名党员、干部为保卫人民生命安全献

出了宝贵生命。广大党员自觉捐款，为疫情防控斗争真情奉献。③

教师组织探究任务，分析疫情中共产党员的做法，使学生认识到一个人要实现自己的价值，就应当

处理好小我与大我、奉献和索取之间的关系，进而理解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的人民性，对中

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做出回答。在此基础上，教师可设计“我家的党史故事”，发挥学生的主体性，鼓励

同学向身边党员同志了解其奋斗故事并在课堂中分享讨论，加深学生对党员的了解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

识。该教学环节的设计有助于将学校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通过身边实例增加学生对党的亲切

感，加深学生对教材内容的理解，发挥教育合力作用，激励青年一代在奉献自我中实现人生价值，在学

生心中播种自我实现的种子，立志开创新的历史伟业。同时教师也要指出，疫情当中中国共产党４６０多

万个基层组织分布在各行各业，各自以不同的贡献方式帮助他人、服务社会，引申出我们强调在社会的

８２ 学党史讲思政一体化专题

①

②

③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２０２１年第７期。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１２０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１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人民日报》２０２０年６月８日。



统一中创造和实现个人的价值，并不否认追求人的个性发展。在新高考政策下，教师要鼓励学生结合个

人选科情况，从自身天赋兴趣出发，着眼于国家发展需要进行自己的未来发展和职业生涯规划，克服唯

分数唯升学倾向。

总之，党史是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鲜活内容，拥有催人奋进的力量，教师要有意识地将党史融入

课程教学中，丰富课堂内容，培养学生的思想政治核心素养。思政课应当充分运用党史素材，引导处于

“拔节孕穗期”阶段的青年学生早立志、立大志、立长志，以坚定其奉献自我、服务社会的职业目标和理

想，抵御社会上的投机浮躁和急功近利之风，激励学生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砥砺自我、增长才干。
【本文系２０１９年度教材建设研究教育部规划重点项目“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研究”（课

题编号：２０１９ＧＨ－ＺＤ－ＺＨ－Ｙ－０１）、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中心（北京师范大学）

项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教育宣传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王园园）

深化高校思政课党史教育的实践逻辑

冯留建　江　薇

　

摘　要：重视党史学习教育是我们党的一项优良传统，将党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是

立足现实，培养时代 新 人 的 需 要。党 史 教 育 融 入 高 校 思 政 课 教 学 要 遵 循 一 定 的 价 值 逻 辑，

内容逻辑和路径 选 择。遵 循 价 值 逻 辑，要 引 导 学 生 正 确 把 握 历 史 的 主 题 主 线、主 流 本 质，

正确认识重大历史事件，正确评价 历 史 人 物，树 立 正 确 的 党 史 观；遵 循 内 容 逻 辑，讲 好 中

国共产党践行初心使命的百年历史、进行理论探索的百年历史、坚持自我革命的百年历史、

构筑精神谱系的百年历史；选择科 学 路 径，讲 好 党 史 故 事、创 新 教 学 模 式、加 强 教 师 队 伍

建设。不断深化高校思政课中的党史教育。

关键词：党史教育　高校思政课　实践逻辑

冯留建，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 薇，北 京 师 范 大 学 马

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进行党史教育的重要性，将党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要着重引导新时代

大学生弄清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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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道理。党

史教育与高校思政课教学同向同行。在知识结构上，党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的重要内容，党史教育

９２深化高校思政课党史教育的实践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