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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课题：新时代加强艺术类高校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路径的研究（项目编号：QN2023010）。

党史学习融入艺术类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新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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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理想信念教育在艺术类院校思政教育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教师开展理想信念教学活动中，融入党史内容，可以给学生

引导，使其树立坚定的信念，同时也是使其深植爱党、爱国思想的途径，对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现又推动作用。

现下环境复杂多变，很多大学生的信念感薄弱，甚至缺乏理想，因而加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就迫在眉睫。党史和理

想信念教育都是思政的一部分，将二者融合能使不同的思政元素融会贯通。本文立足艺术类院校，对大学生理想信念

教育中渗透党史内容进行了研究，希望探索出有效的融合路径，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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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deal and belief education occupies a place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ar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en teachers carry out ideal and belief teaching activities, they integrate the 

content of party history, which can guide students and make them establish a firm belief, and also 

make them deeply plant the way of loving the party and patriotic thoughts, which als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cultivation and people. Now the environment is complex 

and changeable, many college students have weak sense of faith, even lack of ideal, so it is urgent 

to strengthen the ideal and belief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party history and the education 

of ideals and beliefs are both part of ideology and politic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can make 

different elements of ideology and politics merge together. Based on art college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filtration of party history content in the ideal and belief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hoping to 

explore an effective integration path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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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是我国先辈多年积累的珍贵资源，也是最有说服力的教学资源，这些都可以成为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培养的

教材，更是艺术类院校培养民族复兴人才的要求。现阶段，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上网络的发展，导致很多不同的思想涌入

校园。大学生在交际、娱乐时也会不可避免接触到此类信息，这些对于他们的理想信念都会形成冲击。高校是深化大学生思想意识的主

要阵地，经过教师的引导和学校环境的熏陶，学生的理想信念会更加坚定。同时，党史内容的融入，也会给学生更多的精神养分。文中

首先分析了研究的意义，随后指明了目前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具体的融入路径，借此培养新时代新人。

一、党史学习融入艺术类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意义

1.强化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艺术类大学生是我国未来发展的主力军，更是传播社会文化

的重要力量。由于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密切相关，这也就决定了

艺术类大学生自身的理想信念会影响到社会文化发展。党史教学

是以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为主，给学生讲述党的发展。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对于党的百年奋斗史理解会更加深入，了解其中的

心酸与不易。教师将党史学习和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结合，可助

力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的树立，学会看待自身艺术追

求与国家发展的关系，真正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和有担当的 

新人 [1-3]。

2.激发爱国情怀，增强文化自信

翻开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书，可以看到无数先辈的心酸，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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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感受到共产党一路走来的不易，爱国主义之情往往会油然而

生。艺术类大学生通过学习党史，会了解到党史的不同阶段，知

晓不同时期的主要内容，真正感受到中华民族逐渐屹立于世界的

雄心壮志，也会对自己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倍感珍惜。这不仅仅

是知识上的积累，也是情感上的共鸣，可以彻底激发学生的爱国

之情，时期更加认同民族文化，心生自豪感。与此同时，党史中

蕴含的文化成就以及艺术发展经历会给予学生更多养分，成为大

学生内心日渐自信的土壤，由此帮助学生创造更多艺术作品，实

现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 [4]。

二、党史学习融入艺术类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存在

问题

1.教育内容单一，无法激发兴趣

现阶段，部分艺术类院校可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时，所融入的

党史内容相对单一，并未将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在课堂上，这不利

于教学的开展。表现为以下两点：一是教师筛选的教学内容多为

理论性内容，未能和艺术类学生的专业特点相结合，无法突出专

业的优势。这种情况会让课堂教学索然无味，很难牢牢吸引学生

注意力 [5-7]；二是灌输教学内容时采用的方式不够新颖，和学生的

互动不足，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式，都没能打开学生内心

的大门，无法助其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

2.理论实践脱节，解决问题乏力

艺术类大学生相较于其他专业的学生来说，他们的创新思维

与实践能力更强，不过现阶段党史和理想信念教育的结合中，出

现了理论和实践脱节的问题，这就导致部分实践问题无法得到有

效解决。学生尽管已经掌握了一定的党史知识，却很难将其和理

想信念教育结合，付诸于行动中。这是由于教师设置的实践环节

不够，学生“英雄无用武之地”，难以真正理解党史内涵 [8]。

3.教育机制疏漏，缺乏顶层设计

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党史内容和理想信念教育的融合，要

有完善的教育机制作为约束，让教师做到有据可循，也使顶层设

计更科学。然而，从艺术类院校的实际来看，部分高校缺乏明确

的教育机制，顶层设计不够，如教学目标不明确、学生参与度

低、学生学习动力不足、物质保障匮乏等，这些都限制了教育活

动开展，不利于增强教育效果 [9]。

三、党史学习融入艺术类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新

路径

1.丰富教学内容，增加教学资源

第一，要把历史知识与其它有关的学科系统结合起来。高等

学校要积极推进多种形式的党史学习教育，建立“党史 +课程思

政”的跨学科多维教学体系。通过该教学平台，各专业学生可以

从学科视角，对党史中蕴含的大量理论和实践内容进行思考，从

中感悟内涵 [10]。例如，教师在艺术类课程中给学生融入党史中的

绘画故事，既探索了艺术作品的魅力，同时也让学生学习到了作

品创作的背景。这种教学相结合，既可以使同学们更好地了解党

史，又可以使他们在各个专业领域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建立牢

固的理想信念。

第二，深入挖掘党史中的革命精神。我们的革命前辈在战争

中表现出来的无私奉献和英勇奋斗的高尚精神，是宝贵的教育资

源。教师要把这种精神与专业教学内容有机联系起来，引导学生

在当前的社会语境中认识，并学会榜样人物的行动选择。另外，

教师还要把社会热点问题和教学内容结合，将党史学习同当前国

内的实际问题、学生的个人成长、职业发展等结合在一起，使我

们能够深入认识到党史对当代中国发展和社会前进发挥的作用。

通过这种方式，既可以加强学生的历史意识、责任心，又可以促

使他们积极去探索怎样把党史所学的理论应用到自己的人生发展

中去。在这种教学方式下，学生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党史的意

义，并把自己的认识转变为对党和国家发展的不断关心和切实的

行动，在今后的人生中做一个有理想有责任的新青年 [11]。

2.理论实践兼具，促进理实一体

第一，发挥学校红色教育资源优势。红色文化是中国党带领

的各族群众战胜困难、英勇斗争而形成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学校

可以定期组织学生参观红色基地、党史纪念馆、烈士陵园等，把

红色教育基地当作“第二课堂”，让学生身临其境体验到红色文

化氛围，倾听无数革命先辈的英勇故事，从中汲取营养，培养他

们的爱国热情。

第二，积极开展党史宣传活动。学校可以通过组织“红色教

育基地”“红色教育基地”和“三下乡”等实践活动，把“党的声

音”传递给广大师生，讲述他们坚守一线、默默耕耘的事迹；讲

述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事迹；讲述无私奉献、不求回报的

事迹，把红色火种撒下去，让每一位大学生都能自觉做好党史的

传播者，在宣讲中锤炼自己的理想信念 [12]。

3.健全教育机制，做好顶层设计

上述我们提到当前艺术类院校的教育机制不完善，需要管理

者从上而下做好顶层规划，统领后续的教学工作开展。对此，笔

者认为教师可以从下列几方面入手进行：第一，优化党史学习体

系，把党史内容和艺术类专业课程相结合。该专业可根据需求从

课程设置上着手，适当增加党史方面的选修课，提升党史课程比

例，构建多维度学习体系。另外，还要注意教学内容，要融入最

新的党史成果，赋予教学时代精神；第二，优化激励机制。对于

教师和学生来说，“教”和“学”的动力离不开激励机制，科学的

激励机制，能够调动师生的积极性。这就需要教师从考核机制机

制方面着手，把党史内容和评价体系结合，如采取考试、作业等

方式考核学生学习情况 [13]。另外，学校还可设立奖学金，或是优

秀学生和教职工选拔机制，针对表现优异的师生给予鼓励，充分

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第三，加大教师队伍建设力度。艺术类大学

生理想信念教育中需要多方力量，方可使自己的信念更加坚定。

教师作为学生的引路人，发挥的作用自然不可忽视。对此，高校

需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引进更多优秀人才，也可以加大教师的

培训力度，鼓励更多教师参与到科研中去，从整体上提高教师的

职业素养。尤其是要结合现在各专业对教师的需求，培养一批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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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型教师，这既满足了教学所需，也为艺术类教育改革提供了 

保障 [14]。

4.予以学生引导，树立正确观念

现在社会形势多变，尤其国内外交流的加深，以及网络技术

的发展，使艺术类大学生每天面对的信息更加复杂。不同的思想

和价值观会对他们已有的想法带来冲击，怀疑自己的价值观是否

正确，甚至可能误入歧途。基于此，艺术类高校教育工作者应该

予以学生引导，使其树立正确观念，具体如下：第一，加强思想

引领。辅导员可以多组织主题班会、团队活动等，让学生积极参

与其中，然后在活动中不断树立自己的思想意识，形成正确的价

值观。在此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学习党史内容，明白其重要

性，懂得其对学生的意义，就此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第二，形成

情感共鸣。艺术类大学生相较于普通大学生，往往情感更加充沛

丰富，思维方式更为活跃。这就需要教师给学生讲解党史内容时

要和学生形成共鸣。例如，教师可以给学生讲解党史发展中一些

感人至深的故事，或者阅读丰富的党史素材，以此激发学生的爱

国之情。与此同时，学生也可发挥自己的特长和优势，将自己对

于党史的理解融入到作品当中，就此实现情感共鸣 [15]。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理想信念教育在艺术类高校中的作用巨大，需要

引起教师的重视。同时，党史作为记录中国共产党奋勇前进的素

材，教师更应该发挥其优势，使其和理想信念教育结合起来，坚

定学生的思想。本文中我们相继分析了教学意义和存在问题后，

就对具体的融合路径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丰富教学内容，增加教

学资源；理论实践兼具，促进理实一体；健全教育机制，做好顶

层设计；予以学生引导，树立正确观念的建议，以此培养新时代

的艺术类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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