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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教育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教学的探究 

刘金娥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湖南常德 415100） 

 

摘要：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要抓好青年学生学习教育，要着力讲好党史故事，厚植爱国主义情感，传承红色基因。高校思政

课肩负培养新时代接班人的历史重任，也是铸魂育人的关键课程。将党史教育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教学，准确把握党史学习教育总方向，

运用党史教育资源，创新课堂教育方法和实践教学形式，完善课程教学评价体系，从现场实景入手，拉近历史与现代的距离，使党史教育真正

深入人心，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提升教育教学效果。 

关键词：党史教育；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育耦合；经验启示 

 

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要抓好青年学生学习教

育，要着力讲好党史故事，厚植爱国主义情感，传承红色基因。高校

思政课肩负培养新时代接班人的历史重任，也是铸魂育人的关键课

程。用好思政课这个渠道，推动党史进教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充

分发挥党史在培养人的重要作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是思政课必修

课之一，通过党史教育融入该课程的探索，提高课程的实效性，并

推动党史学习常态化、长效化。 

一、党史教育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中的价值意蕴 

（一）培根铸魂，厚植青年学生爱国情怀 

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是一部波澜壮阔践行初心使命的历史，与

人民一道共呼吸、共命运，蕴含着丰富的理论成果和宝贵的精神财

富。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爱国主义已深深种植于中华儿女心中。

然而，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面临复杂多变的世界形势，

如何让青年学生“舍小为大”，“坚定自我”，将“爱国之心”转化为实际

行动？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中融入党史，有助于培根铸魂，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因此，党史是最好的思政教材，高校“思想道德与法

治”课应结合青年学生的特点，运用数字化教学手段，使党史呈现在

课堂教学中，打造青年学生喜欢听、愿意学的课堂教学。 

（二）入心入脑，推动青年学生成人成才 

高校思政课要善用这本鲜活的党史教材，引导青年学生接受党

史精神的洗礼，从红色基因中吸取“营养剂”。将党史学习与“思想道

德与法治”课结合起来，挖掘红色元素，建立红色资源案例库，使“思

政道德与法治”课程达到“入脑入心”的效果。 

党史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精神营养，也是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

为青年学生指明成才方向。因此，要善用百年党史教育，挖掘其中

的“营养”，丰富课程教学资源，上好“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同时，课

余时间带领学生走进红色基地，如党史馆、档案馆等，进行现场党

史教育，通过真实历史事件和现场馆藏文物，让学生以“沉浸式”的方

式感受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打造“行走式思政课堂”，帮助学生增强

“四个自信”，彰显党史教育助推思政育人的实效。 

（三）强守初心，增强青年大学生使命担当 

青年是国家未来的希望。青年推动着历史巨轮的前进，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回顾百年前的历史，在嘉兴南湖的一艘小船上，13 位

青年点燃了革命的火种。百年后的新时代，在抗疫战场上，青年医

护人员奋不顾身，贡献了青春力量。青年学生正处于“三观”形成的关

键时期。“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是大一新生必修的思政课程，有助于青

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通过党史生动鲜活的素材，课程教学可以

讲清理论、讲生动教学内容，让大学生在了解历史、热爱国家的过

程中培养家国情怀，坚守党的初心使命，自觉地向前行动，激发他

们担当民族复兴使命的意识。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要走好新时代的“长

征路”，离不开百年辉煌党史的精神养分。我们应该借助思政课教学

平台，将党史中蕴含的宝贵精神财富转化为强大的力量，让大学生

在党史教育中真正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二、党史教育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的教育育人耦合 

（一）党史教育资源与课程标准相符合 

“思想道德与法治”是大一新生第一学期开设的思政必修课，该

课程具有思想性和政治性等特点，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旨在帮

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将党史教育融入该门课程，充分发挥

该课程在思政教育中的主渠道和主阵地作用。党史资源丰富，为思

政课提供了优质的教育资源，其中的鲜活人物和事例能够唤起学生

的情感共鸣，这些内容与“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有内在的关联。将党史

融入该门课程教学，可以架起“理论与素材”“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桥

梁，充分发挥党史教育和思德课程在立德树人方面的作用，符合该

课程标准的内在要求。 

（二）党史教育内容与课程教学目标相耦合 

加强青年学生对党史的学习和教育，需要将党史作为各级各类

学校的重要内容，为党史教育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提供重要基

础。该门课程主要从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坚定理想信念、弘扬

中国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提升青年学生法治思想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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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五个方面来培养学生牢记历史使命，勇往直前，不断提高和完善

自我。党史教育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正是彰显了这一作用，具有

高度的关联性。 

“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分为思想道德和法治两部分，其中第一

章《人生观》的教育目标是促使学生理解“人为什么要活着”“人应该

如何活着”“怎样活着才有意义”等人生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不

断推进创新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精神财富。借助党史

教育，利用党的成功经验和优秀革命英雄的事迹，可以激励青年勇

往直前，明确人生方向，坚定理想信念，不辜负时代的使命。因此，

党史教育内容与该门课程的教学目标相契合。 

（三）党史教育形式与课程教学实践活动相耦合 

传统的思政课教学方法单一，课堂教学中注重“满堂灌”，“重理

论”，“轻实践”。党史教育资源丰富，形式多样，如革命旧址、烈士

陵园、博物馆、伟人故居等；还包括一些红色革命歌曲、影视文化

等，这些精神文化内容都为“思想道德与法治”提供了有效的实践教

学拓展资源。因此，为了发挥党史育人的作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

教师应转变思想观念，在注重“理论”基础上，更加注重“实践育人”，

让该门课程教学更加生动有趣，使理论知识能够内化于学生的行为

中。 

三、党史教育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教学现状分析 

为了了解党史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教学现状，通过对省内

部分高校发放问卷调查，共发放 385 份，其中回收 287 份，了解到

党史教育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教学现状。 

（一）重党史教育学习与开展，忽略融入该课程的教学形式 

近些年来，各高校开始纷纷重视党史教育学习与开展，党史教育融

入高校思政课重视程度明显上升。据调查了解，学校开展党史学习校园

文化活动较为频繁，相关的视频和文化宣传报道也逐步增多，基本每个

学期都在开展，主要采用办手抄报、演讲、征文等形式。在党史融入“思

想道德与法治”课上，教师“说教性强”，课堂“枯燥无味”，虽然重视党史

“进课堂”，帮助学生领悟和理解党史知识，在讲授环节、导入课堂及课

堂小结都有融入，但仅极少部分同学认可并接受党史教育资源贯穿该

课程教育教学全过程。学生认为，教师在课堂教学融入党史资源，大部

分以图片和视频资源为主，对外出结合实景现场教学，且融合本土党史

资源比较少，教学方法单一，利用VR 技术进行课堂教学，有部分学生

表示没有采用过。 

（二）学生对党史教育颇有了解，忽略充分挖掘蕴含的思政价值 

通过调查结果分析，85%的同学对党史已经有一定的了解，了解

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时期。大部分对党史知识获取主要通过课堂教学、影视等，通过阅

读党史书籍、走进党史教育基地，参加校园文化和社区文化等途径

了解比较少。 

党史教育与高校思政课融合，现实需求存在一定疏离。党史教

育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中出现问题时未充分挖掘党史资源，课

堂教学中对党史问题阐述比较浅显。教师在讲授过程中仅围绕教材

内容简单介绍事件，忽视历史事件背后思政价值导向作用，教学内

容未形成理论教学体系，从而导致党史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流

于形式，影响党史在课堂教学中发挥实效作用。从中国共产党诞生

到新中国成立，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

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时代。学习党史就是要在深刻

理解党史蕴含的基础上，深挖其中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

辑，增强“四个自信”，听党话、跟党走，并将其转化为行动自觉。 

（三）学生对党史资源感兴趣，忽略融入该课程的教学方式 

党史资源内容丰富，内涵博大精深。将党史以喜闻乐见的方式

融入课堂教学，可以很大程度改变对“思想道德与法治”课“说教”“放

水”的现象，提高学生的参与度。调查了解到，学生对党史教育资源

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很感兴趣。86%的学生持肯定态度，表示“非

常有用”，能够坚定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但对于党史教育融入“思想

道德与法治”课的途径，学生最感兴趣的是现场实景教学，例如参观

重要革命历史事件旧址、革命纪念馆、重要历史人物故居等进行实

地学习。大部分学生希望将党史教育学习采用多种形式带入校园，

融入课堂，例如开展党史主题情景剧表演、演讲、党史知识抢答等

活动，组织学生开展党史社会实践调查。可见，学生对党史教育还

是比较感兴趣的，希望采取多种形式融入教学。 

四、党史教育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教学创新路径 

要把“四史”融入高校思政课。作为“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教师，要

认真落实教育部相关文件精神，将党史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

确立党史学习教育的总体方向，运用党史教育资源，创新课堂教育

方法和实践教学形式，完善课程教学评价体系。从现场实景入手，

拉近历史与现代的距离，使党史教育真正深入人心，才能彰显党史

教育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的价值。 

（一）准把党史学习教育总方向，推动课程要求与党史内容有机

融合 

“思想道德与法治”是思政课的主干课程之一，也是落实立德树

人的关键课程。思政课教师应积极深入研究重大历史事件相关内容，

进行科学梳理，将其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教学，帮助学生加深对马

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的认识，把握党史学习教育的总体方向。在“思

想道德与法治”课中，要联系党史，通过讲述革命先烈英雄事迹来弘

扬理想信念，通过讲述新中国史来传承民族精神，通过讲述改革开

放来弘扬时代精神；在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同时，帮助学生了解

党的光辉历史和伟大成就，让学生领会历史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好的课堂应该立足于学生的实际情况，了解学生的需求、知识

结构和学习困惑。对于大一新生来说，“思想道德与法治”是一门必修

课，他们在中学阶段已经学习过历史，对党史的发展有所了解，对

于课程的学习也有了自己的见解，但他们对党史缺乏系统性和理性。

将党史教育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需要关注课程教学要求，培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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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用历史思维和发展眼光分析现实社会问题，认清在不同历史时期，

肩负的历史使命和担当不同，树立“奋发向上”的奋斗目标。 

（二）创新课堂教学方法，提高课堂教学实效 

传统思政课采用纯“灌输式”教学方式，容易造成课程知识性与

意义性分离。将党史教育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需要教师结合党

史资源，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发挥课程育人，提高课堂教学实效性。 

第一，创设故事情景。将党史故事融入课堂教学，采用语言艺

术性，实现党史教育与课程内容相契合。例如，在讲述“理想信念的

内涵与作用”时，可以引用《长征》中一系列动人故事，让学生来谈

体会，用鲜活的故事来引发学生共鸣，让学生深刻认识理想信念是

精神之钙。 

第二，采用研讨式的教学方法。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可以提前

有针对性地抛出问题，调动学生课后去思考，课堂让学生积极参与

课堂讨论，架起党史和课堂教学内容的桥梁。例如，“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民族精神”，组织学生思考“民族精神”的科学内涵，运用党史

教育启发学生爱国热情，以及如何践行自己使命责任。 

（三）开展多种教学实践，推动党史教育学习创新局 

实现党史教育学习让学生主体参与其中，能够促使活动更富有

成效。通过把党史教育学习以多种形式开展，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

受其教育，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承红色基因，推动党教育学

习创新局。 

党史教育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开展多种形式的课内课外

教学实践活动，在实践中深化融入的温度。 

第一，充分利用学校所在地红色教育基地。通过组织学生参观博物

馆、走访革命旧址、革命烈士故居等，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感受其现实

意义，领悟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内涵意蕴和时代价值。 

第二，用社会实践活动激发学生探索学习热情。例如，教学内

容“弘扬中国精神”，可以让学生搜集家乡和地方有关人物故事、革命

故事等，然后在课堂上进行分享。学生在搜集与解读过程中，可以

了解中华民族精神蕴含的文化及价值，理解中华民族砥砺前进、屹

立不倒的深刻原因。 

第三，可以借助 AR、VR、H5 等现代技术手段，设计“地方红色

文化微党课”“历史事件虚拟仿真”，使思政课与党史结合更直观、更

形象化。在课堂教学“吸收借鉴优秀道德成果”时，学生可以在虚拟仿

真中，让学生体验与在不同时期感动中国人物进行互动，体验人生

经历，提升学生道德水平。 

（四）完善课程教学评价体系，促进党史教育与课程教学有机结合 

为了促进党史教育与“思想道德与法治”有机融合，需要完善本

门课程的教学评价体系。这包括对课程融入党史取得成效的评价、

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课堂问答、学生参与课堂、课后作业完成情

况、社会实践调查、成长记录等。同时，还需要评价学生在平常作品

中是否融入了党史相关内容。例如，在教学内容“培养社会主义法治

思维”中，可以让学生在课前选择法律为主题进行调查，通过调查法

律的发展历程、法律的重要作用以及大学生如何提升法治素养等内

容进行自主研究。这样可以使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的认同，并在现实生活中自觉养成尊法、学法、守法、用

法的行为，提升自身的法治素养。 

从“思想道德与法治”教学实际来分析，本门课可以采用过程形

式的考核，辅以命题式考核。可以将党史资源融入作为命题背景，

促使党史教育与课程教学目标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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