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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是国家未来建设的栋梁之才，以党史教育为背景，提升对大学生的廉洁教育对大学生树立正确的

学习价值观以及文化价值观都有着积极意义，同时对推动国家建设发展以及校园文化建设也有着积极影

响。基于此，本文从党史教育背景下对大学生廉洁教育的意义展开论述，并对如何实施新教育途径进行

了简单论述，旨在为强化大学生的廉洁思想认知，以从源头培养大学生具有良好的廉洁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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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 students are the pillars of the future construction of the country. Taking party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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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as the background, improving integrity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is of positive sig-
nific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establish correct learning values and cultural values, and also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promoting n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campus cultural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integrity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and briefly discusses how to imple-
ment the new education approach, aiming at strengthening the awareness of integrity thought of 
college students, so as to cultivate their good incorruptibility quality from the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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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两袖清风，身正廉洁”自古是我国的传统美德，也是当代大学生应当学习和具备的道德素养。在

高校教育中党史教育与高校思政教育向来不可分割，廉洁教育更是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信息时

代的到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大学生的思想道德观念以及对我国文化的认知都产生了一定的偏差，

“享受主义”、“权利至上”甚至“金钱万能”的思想严重影响了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建立，大学生的

这种思想更是与建设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相互矛盾，不正确的价值观也危害了国家的建设发展。因此，

在党史教育背景下，有必要加强对大学生的廉洁教育。 

2. 党史教育背景下加强大学生廉洁教育的意义 

2.1. 树立正确价值观的需求 

进入高校的大学生，思想以及认知都接近成人的发展，但其思想还是处于塑性和发展阶段，在其三

观形成的发展阶段，如若不加以引导和指导，极易让大学生思想出现消极，甚至会影响大学生的未开发

展，尤其在网络环境和西方文化的充斥下，大学生建立正确的三观是非常重要的。随着教育的改革，在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指出：“当代大学生思想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政治

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廉洁诚信意识丢失、社会责任感淡薄以及艰苦奋斗精神缺失

等问题。”造成此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因素必有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及西方文化的影响。 
目前，我国正在大力建立特色主义新社会，走出去与引进来在不断的扩大，在汲取西方文化和价值

观念的同时，更应注重其带给国民的负面影响，权利至上以及金钱万能思想的泛起，冲击了对大学生马

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效果，也淡化了共产主义对大学生理念信念的建立，严重影响了大学生正确价值观

的建立[1]。特别是在近年的反腐工作中，一些领导干部因自身的廉洁问题被查处，加上社会中一些不正

确观念的评判，造成人们的廉洁意识越来越淡化，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大学生造成了金钱万能、权利至上

的错误认知。所以，在高校思想教育中，要强化对大学生的党史教育。以党史教育为载体引导其树立正

确的价值观，通过党史教育让大学生以理性的认知去看待社会主义发展的国际文化融入，从而让大学生

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去抵制消极的享乐思想、金钱思想以及权利思想，强化

大学生的反腐倡廉意识，让其懂得廉洁的重要性，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坚定其理想信念，有益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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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自身的学习发展，更有利于推进新时期特色主义中国的建设发展。 

2.2. 构建和谐社会发展需求 

构建和谐社会，稳定社会发展是我国建设特色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建设者的

人才储备，其自身的思想认知以及知识储备都直接影响了我国的建设发展。在大学生进入社会面向工作

岗位后，能否坚守职业道德，能否廉洁自律，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廉洁的认知。而高校作为为国家培

养栋梁的摇篮，不仅肩负者教育的使命，更肩负着坚定其理想信念的职责，因此高校应将反腐倡廉教育

贯穿于高校思政教育的各个环节，以引导大学生对廉洁教育有全面理性的认知，从而在大学生进入社会

后能够让其自觉抵制各种错误的诱惑，让大学生将自身利益发展与集体利益、社会利益紧密结合，形成

自律廉洁的社会风气，才可推进我国和谐稳定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2]。 

2.3. 净化校园风气需求 

在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影响下，我国的市场经济还处于探索发展期，而各种贪腐廉洁问题也是频频

发生。教育领域徇私舞弊等不良风气更是频频泛起，如校园建设中的贪腐，教师职称评比过程中的不良

竞争，教师私自开设的辅导，教材收费的不合理等，不仅影响了书香校园文化的建设，也影响了大学生

正确价值观的塑造，社会中不公平的待遇，学习中各种利益链之间的联系，使得大学生难以明辨社会的

善恶，在这种不良风气的影响下“学无用”、“权、钱至上”，让大学生产生了急功近利的思想，在这

些问题的背后产生的是学术造假，考试舞弊，校园网贷等问题，严重干扰了高校的教育，也严重危害了

学生自身的发展。所以，在高校教育中以党史为教育背景，强化对大学生的廉政教育，不仅能够促进高

校教育的稳定，也能够净化校园风气，以刚正不阿之姿态完善教育，以廉政清洁之文化宣扬教育，教之

意义才可实现，学之目的才可成功，进而高校教育才可为国家发展培养出合格的高质量人才。 

3. 目前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的新途径 

3.1. 以课堂为载体，强化党史教育 

课堂是实施一切教育的主要途径，党史最为目前高校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应以课堂教学为载体，对

大学生宣扬和实施党史教育，通过课堂强化大学生对党史的学习和认知，以开展多种的党史教育活动，

如党风学习、党的建立学习、党的英雄模范观摩学习等活动，落实课堂中党史的教育，以实际教育活动

提升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认知，从而培养大学生爱党、敬党、拥党、护党的高尚思想觉悟。要落实课堂对

大学生的党史教育，首先应以党的历史发展为基础，让大学生对党的建立和发展有基本的认知；其次，

应选取党发展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事件进行教育渗透，以让大学生懂党史，知党情；最后，应结合实际

教学学情，为大学生开设符合课外党史教育内容，如课设党史课外拓展教学活动等，以让大学生深入性

的对党史进行学习思考，全面提升大学生的思想觉悟和行为意识，从而让大学生树立坚定跟党走的价值

观念[3]。教无法，学无章，党史教育是高校思想教育中的重要内容，课堂是教与学的主要阵地，只有坚

守其阵地，丰满其内容，落实其教学，对大学生开展廉洁教育的目的才可实现。同时，当代的课堂教育

应充满当代的时代特性，党史教育虽是历史、是信念、是理想，也唯有结合时代特性，创新性进行教育，

才可让当代大学生理解党史对时代发展的重要意义，让理想通过课堂照进现实，其教育与社会才可同步

发展，并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的稳定和谐发展。 

3.2. 依托高校思政，全面渗透廉洁教育 

高校思政在大学生思想教育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高校思政也是党史教育的重要载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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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廉洁教育可与思政教育有机进行结合，在提升大学生思想认知的过程中，完成思想教育并对其渗透廉

洁教育，从而为大学生良好思想道德品行的塑造创造良好条件。高校思政课程是培养大学生正确思想和

行为意识的主要方式，而廉洁教育的开设其基本目的也是为加强对大学生的道德思想教育，从教育理念

和教育价值来说，思政教育和廉洁教育有着一定的共通性，所以将两者进行结合利于更好塑造大学生具

备高尚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意识。作为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应在教学中有目的、有意识的将两者进行结

合，构建一体化教学目标，如依据思政教育内容开设针对性的廉洁教育课程，并在实际教学中有意识的

突出廉洁教育，以此将廉洁教育全面覆盖在高校思政教育中。为更好落实思政教育和廉洁教育的融合，

教师可采用交流互动式等教学方法，将教和学有机进行结合，从而将廉洁教育根植于大学生思想深处。 
在推进课程思政和廉洁教育协同进行的教学活动中，还是存在一定的阻力，其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教

师认为廉洁教育与思政教育目标不一致，进而不愿将两者进行融合，尽管开展廉洁教育教学活动，也只

是三言两语简单带过，或是对照课本圣经式的进行教育，根本没有将廉政教育真正落实到课程思政的教

学课堂中。 
而另一方面由于目前大学生思想超前，认为廉洁教育是陈年思想教育，与当下的社会消费观等有诸

多的不符，进而导致许多大学生没有学习意识[4]。要解决上述问题，落实廉洁教育在课程思政教学课堂

的有效实施，首先应通过实际反腐倡廉教学案例，促进思政教师思想认知的提高，教师有觉悟，教学才

可有实效；其此，可通过集体研课、备课等形式，创新思政和廉洁教育融合教学的新方式，既要科学构

建两者融合的教育课程，也要落实融合教学的有效性；最后，应通过实际学情，创建具有可考究性的廉

洁性教育教材，实现理论教学到教材体系教学的构建，从而助力教师更好实施廉洁教育。当然构建和创

建以廉洁为基础的教育教学活动，其目是为了促进大学生本身廉洁思想意识的提高，而依托马列主义等

党政思想教育观，是从学校教育升华到了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高度，从历史发展和经济发展等角度，给

大学生全面分析社会中出现反腐问题的原因，可帮助大学生进一步提升廉洁意识和思想高度。 

3.3. 以网络为载体，构建教育新渠道 

教育时代性，教学发展性，是推进新课标教学改革发展的主要推进。目前，技术潮的兴起，网络时

代的崛起，都在促使教育与网络信息媒体进行结合。针对当下的网络媒体时代，就如何开展高校的思想

教育相关部门也给出了明确的指示，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技术使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丰富生动起

来，应做到与时创新，使传统的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与互联网技术高度融合，从而全面树立立德树人的教

育文化。”目前，大学生是社会建设的主力军，同时高校大学生作为社会新事物的带动者和潮流的引导

者，更是成为了推动网络发展的助力者，因此在新时代网络媒体环境中，应加强党史教育与互联网媒体

的融合，研发探索网络教育渠道，借助互联网优势使其党史教育与时俱进，以多角度、多维度全面提升

大学生的党政思想，从而从侧面落实对大学生的廉政教育。如依据信息技术，建立校园党史学习网站，

在党史网站中建立不同主题链接，如党的发展史、党的先进人物、党的重大事件等，用与之有关的内容

去丰盈其网站链接，结合图片、视频、文字介绍、音频介绍等给大学生做详细的讲解，从而让大学生通

过线上的党史学习网站浏览更多的党史信息，以提升大学生对党史学习的重视，对廉洁教育的认知。此

外，可开设网络交流学习渠道，如建立党史微博、微信公众号，依据立体网络交流体系，随时掌握大学

生的思想动态。也可借助网络交流，让大学生结合党史学习分析当下的贪腐和廉政，激发大学生交流欲

望，逐步纠正大学生的享乐思想和金钱思想，进而增强党史教育下廉政教育效果。 

3.4. 以实践为核心，强化党史教育目的 

依托实践的教育才可最终实现教育的目的。所以，在党史教育背景下对大学生的廉政教育应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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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核心，让大学生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的思想觉悟。如可利用课余时间，开展红色主题的学习活

动，或是开展以反腐倡廉为主题的辩论活动等，以各种活动激发大学生参与的欲望，让大学生对党史学

习和廉政学习有全面清晰的认知[5]。在实践过程中，大学生自主情感的渲染，可逐步加深大学生对知识

和感知，对党史理解的越通透，对学习有更加深入的思考，才能让大学生政治思想不迷茫、理想信念不

模糊、价值取向更积极、诚信品质更坚定、廉洁意识更端正。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大学生是国家未来建设者的人才储备，对大学生进行廉洁教育要从基本工作做起，要和

党的教育方针同步而行，坚持反腐倡廉的标本兼治，兼治教育预防工作的全面实施，以强化大学生对廉

洁道德的重视。在坚持以党史贯彻对大学生的廉洁教育时，需借助课堂，需借助新时期的网络媒体环境，

更需要用实践来强化廉洁教育的最终目的。在新的社会发展中，对大学生的廉洁教育需要长久的坚持，

高校作为教育学生成才成长的主要机构，应在党史教育背景下，充分发挥自身的教育职能，调动一切可

教育的力量，借助一切可借助的优势，丰富党史教育的内容和渠道，从而在高校营造出以廉为荣，以贪

为耻的校园文化，达到对大学生廉洁教育的目的，进而逐步推进我国廉洁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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