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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百年党史”融入中小学思政课中，利于厚植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发挥了党史育人的作用。本文通过

对“百年党史”融入中小学思政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为百色“百年党史”融入中小学思政课

教学探索行之有效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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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100-year Party History”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s conducive to cultivating students’ patriotic feelings and playing the role of 
educating people with Party Hist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integrat-
ing “one hundred years of party history”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primary and sec-
ondary schools, and explores an effective path for integrating “one hundred years of party history” 
in Baise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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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回首百年岁月，中国共产党从内忧外患中站了出来，为实现民

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建立了不朽功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动员大会上强调“今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统筹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动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而作出的重大决策”[1]，深刻阐述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用“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对党史学习教育进行了全面动员和部署，为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

同时也为党史融入思政课教学指明了方向[2]。党史教育是应对错误思潮的重要举措，是落实思政教育实

效性的切入点。以党史教育培养青年学生的爱国情怀，在内心深处形成民族归属感、荣誉感，从而自觉

抵制错误思想的干扰[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

力的教科书。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注重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

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1]。 
目前学术界对“百年党史”教育融入思政课堂的论述多停留在高校这一视角，现阶段针对“百年党

史”融入中小学思政课的研究较少，“百年党史”融入中小学思政课教学过程中面临着许多挑战。本文

以广西百色为例，通过对“百年党史”融入中小学思政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为百色“百年党

史”融入中小学思政课教学探索行之有效的路径。 

2. “百年党史”融入中小学思政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2.1. “百年党史”融入中小学思政课的必要性 

1) 学生全面发展需要发挥党史教育的作用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4]。”中小学阶段是学生认识世界，形成个人思想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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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阶段，在中小学时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有利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经过一代代共产党人的努力形成了丰富的中国精神：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

延安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

灾精神”以及“抗疫精神”等。开展党史教育，使中小学生从百年党史中感悟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对

青年学生的一言一行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有利于青年学生形成积极向上的心态，利

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2)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要求加强党史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表达了对当代青年的寄语和厚

望：“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

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5]！”未来属于青年，希

望寄予青年，青年是祖国发展的中坚力量，要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加强党史学习，了解党的

百年奋斗历程，弄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6]。当今世界正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调整，大国战

略博弈全面加剧，国际体系和国际经济深度调整，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不稳定

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思政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思想政治工作在各项工作开展

中都具有中心地位。党史学习教育在思政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思政课在青少年的成长历程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在新中国成立 100 周年这个关键节点上，党史教育融入中小学思政课十分必要。 

3) 党史学习教育现状迫使我们更加注重党史学习教育 
百色市属于边境地区、大石山区、贫困地区，受地理环境、经济条件等多方面的影响，个别学校接

触到上级传达的文件精神及要求等较迟，个别教师受教育水平有限，对文件的精神的学习理解不够透彻，

学习“百年党史”的意识淡薄，导致在党史学习教育方面与北上广等发达地区拉开差距较大。在个别人

脑海中还存在着一种错误思维，认为党史学习或者是思政课的学习是文科生的事情，理科生只要学好自

身的专业知识即可，在党史学习教育或是思政课程中敷衍了事，在主题学习活动中走过场，走形式，只

是为了完成某项特定的任务，没有真正的深入学习、用心感悟；此外，受应试教育的影响，许多家长、

学校过于注重学生的学习成绩，忽视了成绩之外其他方面的发展，以成绩好坏评判学生，在校园中形成

“过于注重成绩”的风气，没有认识到党史学习教育对学生个人的影响，对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视程度较

低。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正当其时，十分必要。 

2.2. “百年党史”融入中小学思政课的可行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学习党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也提出了要求，党中央

印发的《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对党史学习教育工作作出了部署，要求各级党委(党组)
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为如何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指明了根

本方向和基本遵循，有利于百年党史学习教育的开展。此外中国的国情也要求我们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中华民族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必须在全党全国各族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中小学生则是百年党史学习教育的重点对象。无论是党的政策方针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

要求，都说明了“百年党史”融入思政课程具有可行性。 

3. “百年党史”融入中小学思政课的有效路径 

3.1.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 

教师加强自身的学习，提高道德修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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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对教师队伍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也对全党全社会尊师重教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人民教师无上

光荣，每个教师都要珍惜这份光荣，爱惜这份职业，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完善自己。做老师就要执着于

教书育人，有热爱教育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7]。 

2018 年 1 月 20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明

确提出，把提高教师思想政治素养和职业道德水平摆在首要位置[8]。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作为一

名人民教师，必须要有充足的知识储备，“给学生一杯水，教师自己要有一桶水”，这就要求教师自身

要有丰富的知识储备量，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忠诚人民的教育事业，模范的遵守教师职业道德标准。

“百年党史”融入中小学思政课过程中教师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个融入过程中，教师自身必须要掌握

“百年党史”知识，并不断的去实践，才能在课堂上讲党史更好的呈现给学生，才能将党史讲活。 

3.2. 教材编写、课程设计合理化 

教材是中小学生学习知识的第一手资源，教材的内容直接影响着学生的所学知识，“百年党史”融

入中小学思政课过程中，需要借助思政课本、教材的作用，教材中只有涉及到“百年党史”的内容，在

教学过程中才能更好的运用教材讲党史。因此，教材编写组在编写教材时，应该了解时事，了解国家的

大政方针政策，将新思想、新知识融入到教材中，让学生及时通过教材了解到新思想、新知识。这就要

求“百年党史”融入中小学思政过程中，必须对教材内容作出相应改革，将党史知识编写到教材中，在

编写的过程中不仅要确保党史知识的准确性，而且还要注重以“史”育人，不能仅仅在教材中编写知识，

要注重发挥教材对学生思想的引领作用。 
课程的编排同样也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如果学校只注重学生的考试成绩，以成绩论高低不注重对

学生素质的培养，不仅对学生今后的发展而且对社会也会造成不利影响。百色市在“百年党史”融入中

小学思政课程中，要根据不同的年级安排相应的授课内容，选择合适的教材，采取合适的授课方式，此

外在编写课程时可以融入百色当地的红色济源，编写地方课程或校本课程。这样才有利于学生了解党史，

激发学生学党史的兴趣。 

3.3. 依托百色当地红色资源办学 

百色因著名的百色起义而闻名，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在“百年党史”融入中小学思政课过程中，

要善于利用自身的红色资源，依托自身红色资源办学，创新教学方式方法。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教学活

动，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充分利用百色起义纪念馆、粤东会馆等红色资源，在各式各样的活动，充分调

动学生学党史的积极性。 
1) 开设党史教育课程，创新课程内容 
充分利用好融媒体建设“微党史馆”，组建专门的党史教员队伍，选用合适的党史教育教材，结合

百色当地红色革命故事编写符合当地特色的党史学习教育校本教材，大力开发党史教育微课程视频，利

用 QQ 群课堂、腾讯会议、云课堂等平台进行线上教学，创新课堂教学的方式，让学生随时随地都可以

学党史，让学生自觉地形成党史教育就是中国人民的必修课的意识。此外还可以利用当地红色革命教育

基地开展实地教学，通过开设多种形式的党史教育课程，教育引导学生学习红色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2) 开展红色研学行动，丰富学生课余生活 
百色市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充分利用可用资源，通过组织学生们到烈士纪念碑等地缅怀革命烈士

活动，鼓励学生在爱国教育基地担任“红领巾讲解员”，让学生通过现场讲述红色革命故事、实地感触、

与参观者、同伴们互相交流自己的感悟等方式，让青年学生感悟我们党 100 年来的奋斗历程，感悟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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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教育引导学生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争做优秀

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3) 开展唱红色经典歌曲活动，激发学生学党史热情 
围绕某一特定主题，以歌唱形式，将红色经典歌曲传唱活动作为全市中小学生学习党史的重要抓手，

以及红色经典歌曲快闪活动等，教育学生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

实现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长期艰苦奋斗的历史过程，我们必须为之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

苦的努力[9]，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4) 开展学史征文比赛，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利用当地红色革命故事，英雄故事，组织全市中小学生抒写中国共产党的动人故事等，开展学党史

征文比赛，让学生在书写过程中感悟先辈初心，更加坚定理想信念；让学生在书写过程中回顾党的光辉

历程，树立远大理想，厚植爱国主义。 
5) 开展讲革命经典故事活动，增加学生党史知识接触面 
组织全市中小学生集中开展讲革命经典故事活动，通过活动讲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通过

开展以民族英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时代楷模等为题材的演讲比赛，教育引导学生缅怀革命先烈，

弘扬革命优良传统和优秀先进人物精神，从而促进良好的校纪校风的形成，通过讲故事的形式让学生了

解革命故事，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 
6) 开办爱党颂党书画展，以书画促进党史学习 
开办展爱党颂党书画展活动，鼓励学生大胆创作，通过在书画作品中融入党史元素，描绘党 100 年

来各阶段的故事，描绘革命烈士舍身救国的场景，描绘家乡的变化等，教育引导学生更加深入学习党史

故事，了解中国的发展历程，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信心。 
7) 开拍红色短剧、短视频 
伴随着信息社会不断发展，新兴媒体影响越来越大。抖音、快手等短视频 APP 成为了学生喜闻乐见

的应用，针对这一点百色市在“百年党史”融入中小学教育的过程中，可以利用抖音 APP 开展拍摄红色

短剧、短视频比赛，让学生通过拍摄了解短剧中的故事，了解故事中的英雄事迹，激发爱国情怀，弘扬

革命精神。 
8) 开展教师讲党史、学生讲党史等课程，创新教学模式 
改变传统的只由教师讲课的方式，在“百年党史”融入中小学思政课过程中，可以以教师引导学生，

向学生讲述党史知识、党史故事，再由学生当起小老师，给大家讲述自己熟悉的党史故事，在课堂上融

入小游戏、知识抢答等课堂小互动，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党史的积极性。此外，教师在“百年党史”融入

中小学思政课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发挥党史育人的作用，丰富教学模式，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教学，

把党史讲细、讲活。 
在百年党史融入中小学思政课过程中，要注重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创新教学形式，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充分发挥百年党史在思政教育中的作用，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厚植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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