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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教育赋能独立学院思政“金课”建设探析

摘 要：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蕴含着伟大的革命精神和时代意蕴，是当今大学生成长发展不可或缺的

精神养料。随着独立学院思政“金课”建设以及党史学习教育重要性的不断凸显，党史教育赋能独立学

院思政“金课”的命题呼之欲出，这既是时代赋予的新课题，同时也是独立学院思政“金课”发展的必然要

求。因此，我们要深刻把握两者之间的共性，通过丰富教学资源、创新教学方法、提升教师素质，切实发

挥党史教育在独立学院建设思政“金课”的赋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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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entury-long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ntains the great revolutionary spirit

and the implication of the times，which is indispensable spiritual nourishment for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independent colleg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Gold-

en Course" and the highlighting of the importance of party history study，the research of party history educa-

tion empowers independent colleg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Golden Course" seem to come out，which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er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Golden Course". So we should

deeply grasp the commonness between them，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enabling role of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in the "golden cours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independent colleges. Its construction approaches

include abundant teaching resources，innov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improvement of teachers' quality，

which can make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empower independent college idealogical and political " Golden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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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

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

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

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1］青年强，则国强，因此为

了进一步培养广大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使

其成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

青年，就必须“要用好学校思政课这个渠道，推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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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更好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发挥好党史立

德树人的重要作用”［2］。而独立学院思政“金课”始

终围绕着“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

个根本问题，肩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立德树人

的重要使命。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党史是最好的

思政教材。在党史教育赋能独立学院思政“金课”的

时代背景下，我们要以党史“营养剂”为引擎，不断提

升思政“金课”的质效，从而更好地培育能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一 独立学院思政“金课”及党史教育的关系

（一）独立学院思政“金课”的概念和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报告中指出：“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完善思想政治

工作体系，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

设。”［1］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思政工作多

次做出重要指示。2016年 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

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

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

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

新局面。”［3］2019年 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思想政治理论

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思政

课作用不可替代，思政课教师队伍责任重大。”［4］习近

平总书记的指示为高校思政“金课”建设提供了根本

遵循。

独立学院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指实施本科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与国家机构

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合作，利用非国家财政性

经费举办的实施本科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它肩负

着人才培养的重要责任。而思政理论课程作为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其重要作用不言而

喻。独立学院在党中央方针政策的指引下，不断结

合自身特点，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推动思政理论

课程改革，通过健全学校机制建设、加强师德师风教

育、加强思政教师教学团队建设、加大思政教师岗前

培训等方式，不断实现自我革新，推动了思政理论课

程向高质量、高水平、高层次发展，不断进行独立学

院思政“金课”建设。

“金课”是和“水课”对立的，顾名思义是含金量

高的课程。吴岩认为可以归结为“两性一度”：高阶

性、创新性和挑战度。［5］思政“金课”同样要满足以上

要求，要有一定的难度和深度，也要有创新性，它需

要良好的环境来创设，因此需要提升学生在课堂上

的参与感与体验感，使思政理论课程更加具有针对

性和亲和力。

总体而言，独立学院思政“金课”具有以下特点：

（1）从教学目标来看，独立学院思政“金课”在一定程

度上实现了知识、素质与能力的有机结合，在实现课

程任务的同时，也在不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强化责任担当，筑牢理想信念；（2）从课程内容来

看，独立学院思政“金课”的教学内容紧跟时代热点，

使课堂融入新鲜的科技与时代因素，凸显前沿性与

时代性，并以社会热点为切入点，将热点问题转化为

课程内容，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激发学生课堂

学习兴趣；（3）从教学形式来看，独立学院思政“金

课”不断革新教学方式，丰富教学内容，改变传统“填

鸭式”教学模式，引导学生提出问题，激励学生探索

答案，使学生由被动转为主动，由消极转为积极，提

高了课堂“抬头率”。

党史教育赋能独立学院思政“金课”，进一步推

动独立学院思政“金课”迸发出活力与生命力。习近

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要抓好

青少年学习教育，着力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

英雄的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让

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6］百年党史承载着

中国共产党成立、发展与壮大的集体记忆，蕴含着丰

富的教育资源，而这也为独立学院思政“金课”进一

步建设指明了方向。

（二）党史教育与独立学院思政“金课”的契合关系

1.两者教育目标具有一致性。党史教育对当今

大学生的成长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通过对中国

共产党历史的回顾与总结，进一步使大学生坚信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笃定理想信念。毛泽东同志在《如

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

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

办得更好。”［7］因此，党史教育除了明确方向、坚定信

仰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让新时代的青少年做到以史为

鉴，开创未来。独立学院思政“金课”建设的最终目标

是育人，培育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培

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引领他们坚定马克思主

义信仰，提高他们明辨是非的能力，引导学生做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与模范践

行者，使他们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参与者与贡献

者。而这与党史教育的目标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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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两者教学内容具有重合性。一方面，从中国

共产党的历史以及思政理论课程的演进来看，党史

教育始终是思政理论课的一部分。［8］党史教育是在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深入理解学习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掌握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同时，在深入学习党

史的过程中，铭记党的百年奋斗光辉历程，感悟中国

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总结中国革命

建设改革的经验，理清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弄明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独立学院思政“金课”的教

材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21版、《毛泽东

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21版、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21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2021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021版等，通过其课程名称，可看出教材与党史教育

的内容具有高度吻合性。同时党史教育犹如定海神

针，始终贯穿思政“金课”，他们共同展现了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3.两者在形式上具有相融性。独立学院有专业

的教师队伍、先进的教学资源和上进的青年学生。

因此，在党史教育赋能独立学院思政“金课”建设过

程中，独立学院思政“金课”为党史教育提供了重要

的宣讲舞台与广大的受众群体，并且思政“金课”本

身所蕴含的党史知识，能够让党史教育更具有系统

性、针对性与有效性，同时也可以让学生更好地领悟

党史，更准确地把握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意义。党

史是最生动的教科书，将党史教育融入思政“金课”

中，可以将“沉默”的理论变为“生动”的画面。同时，

将具有时代性与厚重感的党史融入其中，通过实地

参观党史基地，自主搜集党史人物相关故事，播放党

史视频或者观看抗战话剧等方式，不仅使思政“金

课”更具有亲和力，也有利于学生进一步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红色血脉。

总体而言，党史教育为独立学院思政“金课”提

供了“营养”与“引擎”，而思政“金课”为党史教育提

供了基础与根基。因此，党史教育赋能独立学院思

政“金课”具有天然的优势，在独立学院思政“金课”

建设过程中，党史教育能够切实发挥其赋能作用。

二 党史教育赋能独立学院思政“金课”

建设的价值

（一）独立学院思政“金课”建设的不足

独立学院随着不断改革与发展，其规模不断扩

大，管理逐渐规范，质量逐步提高，并且逐渐打造了

成效显著的思政“金课”，但与普通全日制本科高等

院校相比，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独立学院思政课程设置单一，教材内容重

复。当前尚没有一套针对独立学院学生特点、符合

独立学院办学特色的思政课教材。现有教材中存在

大学课程与中学课程重复、课程内部内容重复等问

题，降低了教材的可读性。导致大多数学生丧失对

思政课的兴趣，把思政课当作完成学分的课程，而不

会把其作为提高素质和修身立德的重要课程。而独

立学院的成立是为了培养面向社会和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因此，学生为了适应将来所从

事工作的需求，大都选择专业性更强的课程，学习相

应的专业技能，获得对应的专业证书。这就导致独

立学院专业建设与学科建设之间比例失衡，导致与

党史教育相关的思政课程，如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华

人民共和国简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党的建

设与理论等课时减少。

第二，教师队伍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独立学院

的师资队伍结构较复杂。部分教师主人翁意识不强，

责任感弱，不注重因材施教，不能针对独立院校学生

的特点组织教学。教师的频繁流动影响教学质量，不

利于学校思政课教学的可持续发展。这就导致独立

学院党史教育赋能思政“金课”宣传主体的弱化。除

此之外，独立学院发展时间相对较短，思政课师资队

伍结构优化难以在短期内完成，导致教学质量下降。

第三，生源具有特殊性。其一，自律意识较薄

弱，心理素质较差。独立学院部分学生学习目标不

够明确，逆反心理比较突出，缺乏一定的自律意识，

而他们大多数人的自尊心较强，但对于未来又缺乏

自信。其二，个人主义突出。独立学院部分学生功

利主义色彩相对较重，缺乏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和集

体荣誉感。同时，他们政治意识淡薄，理想信念模

糊，很容易受到网上舆论的影响。其三，实践能力和

创新能力比较突出。独立学院的大部分学生性格活

泼，人际交往能力较强。他们头脑相对比较灵活，敢

于尝试，并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但他们很容易

受网络舆论的引导，因此他们更需要加强党史学习

教育，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强烈的文化自信。

综上所述，面对独立学院课程设置体系不完善、

师资队伍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以及生源特殊性等诸

多挑战，独立学院立足实际，切实发挥党史教育赋能

独立学院思政“金课”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二）党史教育在独立学院思政“金课”建设中的

作用

面对独立学院思政“金课”建设不足，党史教育

赋能独立学院思政“金课”将改变这一局面。党史作

黄 琴，等：党史教育赋能独立学院思政“金课”建设探析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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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思政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身就具有思政的属

性，加之两者的目标与内容具有高度一致性，党史教

育将使独立学院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的重要使命，

在独立学院思政“金课”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1.树立文化自信，提高理论水平。党史教育的

有机融入将改善独立学院部分学生缺乏文化自信、

理论水平相对较低的现实状况。党史学习教育与思

政“金课”在目标与内容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双方目

的都是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而党史教育赋能独立学院思政“金课”，不仅增加了

思政理论课程本身的趣味性，将枯燥的理论知识转

化为生动的教学活动，使学生增加学习兴趣，提高其

理论水平，而且能够让学生更进一步明白历史和人

民为什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从理论水平的高度上

深入解读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

会主义发展史。青年是国家的希望与未来，在西方

不良风气盛行的情况下，青年学生能够通过对党史

理论的学习，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民族自信，并将

其转化为砥砺前行的奋斗力量。

2.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由于独立学

院师资队伍建设薄弱，导致独立学院部分教师思政

意识淡薄，偏重于完成教学任务，缺乏对学生理想信

念的大力引导。而党史学习教育就是要让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从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

立到 2021年党的百年华诞，在这一百年苦难辉煌的

历程中，涌现了一批又一批的革命烈士与英雄人物，

涌现了一代又一代勇往直前与奋发图强的中国共产

党人，构筑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实现了中华

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这

一百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先后带领中国人

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造了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正带领中国人民向着国家

富强和人民幸福的方向前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征程中前进。百年党史孕育着革命精神与民

族精神，而独立学院思政“金课”作为党史学习教育

的重要载体，在两者融合的过程中，我们要自觉将党

史教育转化为红色传承，在培育学生正确党史观、筑

牢民族文化观的同时，引导学生坚定对中国共产党

的信仰，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

3.增强家国情怀，勇担时代重任。部分独立学

院学生个人主义色彩较为浓厚，缺乏一定的集体责

任感与社会责任感。党史学习教育能够让其增强家

国情怀，勇担时代赋予的重大责任。中国共产党自

成立起，就自觉地承担起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

福的重大责任，并始终不渝地担负起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而在这一过程中，无数革

命党人身先士卒，舍小家为大家，用自己的热血指明

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前进的方向，铸就了中国

共产党百年辉煌的历史。在百年砥砺前行的过程

中，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救国

大业，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兴国大业，

正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的富国大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强国大

业。从 1921年小小红船所播下的革命火种到 2021
年巍巍巨轮领导复兴伟业，中国共产党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激励后人，用自己的优良传统鼓舞后人，用自

己的成功经验启迪后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在党史教育赋能独立学院

思政“金课”建设的契机下，面对百年党史的生动展

现，新时代的青年更要树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的意识，增强家国情怀，甘于奉献，积极进取，坚定自

信，勇敢担负起时代赋予的责任与使命。

三 党史教育赋能独立学院思政“金课”

建设的途径

21世纪，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碰撞愈演愈烈，而

党史学习教育不仅可以坚定理想信念，而且可以凝

聚力量，鼓舞人心。因此，党史学习教育赋能独立学

院思政“金课”不仅是时代提出的要求，而且是独立

学院思政“金课”发展的必然趋势，充分发挥党史教

育对独立学院思政“金课”建设的赋能作用，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建设。

（一）丰富教学资源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底色，红色资源是中

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征程中的最好见证，它目睹了

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转变。从革命、建

设再到改革，无数革命先驱用自己的青春与热血铸

造了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的历史，形成了伟大的建

党精神。红色资源是党史教育最有说服力的教科

书，而党史教育是独立学院思政“金课”讲授的生动

表达。因此，在党史教育赋能独立学院思政“金课”

的过程中，我们要深入挖掘当地红色资源。每一处

红色资源都代表着一个党史故事，代表着一群党史

人物，代表着一种革命精神。［9］在红色资源中感悟红

色精神，学习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所形成的革命

精神，如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

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从而在党史教育赋

能独立学院思政“金课”的过程中，让“沉寂”的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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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活跃”的课堂，让“沉默”的史料变为“生动”的

教材，推动红色资源火起来、红色人物亮起来、红色

精神扬起来、红色基因传下来。

总体而言，党史教育赋能独立学院思政“金课”

教学资源建设，在于立足本地红色资源，挖掘整合红

色精神，开创情景式教学，打造“红色理论课堂”“廉

政教育基地”等思政实践教育基地。

（二）创新教学方法

教师要积极倡导情境性教学法，通过当代大学

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和载体，寓教于乐，带领学生参观

当地的革命遗址、烈士陵园、革命村、博物馆、红色景

区等。通过实地参观，讲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

国共产党团结带领无数革命先驱为实现民族独立而

前仆后继；讲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

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人民幸福而进行的

艰难探索；讲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

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革故鼎新、

励精图治和开拓进取。党史学习教育的深入开展，

不仅可以使学生重温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追溯

革命先辈的红色记忆，感悟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足迹，

也可以让学生更加直观地感受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

和优良作风，自觉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此外，教师还要创新实践教学方法。在党史教

育赋能独立学院思政“金课”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

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还要引导学生笃实践行。将

思政理论课与社会实践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并将思

政理论课程深化提升为实践教学，让思政课活起来，

让党史教育立起来。一是通过红色实践活动的深入

开展，推动“党建+社会实践”活动向“专业+红色活

动/乡村振兴”等其他方向进行多功能转变，实现党

建与文化创新实践活动的进一步融合；二是举办“一

起学党史，这次听你讲”等社会实践活动，通过主题

鲜明、短小精悍的微视频制作方式，让同学们自己寻

找家乡的英雄模范人物，在认真搜集素材和史料、制

作视频的过程中，能让学生更近距离地体会革命先

辈们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三是设置实践

活动考核，并将其纳入学生思政课成绩之中，鼓励学

生走出校园，自觉参观当地党史纪念馆、博物馆、档

案馆等教育基地，同时组织学生共同学习《青年大学

习》《学习强国》，在课前让学生谈感悟等。通过以上

实践活动，让学生感悟党史学习教育的亲和力，将其

转化为敢于担当的强大动力。

（三）提升思政教师素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思

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

讲透、讲活，老师要用心教，学生要用心悟，达到沟通

心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10］由此可见，思政课教

师作为党史教育赋能独立学院思政“金课”的主体，必

须充分发挥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德高为师，

身正为范”，思政课教师首先要明确教书育人、立德树

人的初心，立足思政理论课程的实际，以党史教育为

引擎，在不断提高自身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同时，

引导学生爱党爱国，切实使学生明白学史明理、学史

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重要意义，最终将其培养

成为党和人民需要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提高专业能力，当好党史“传道者”。2019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

会上的讲话指出：“‘经师易求，人师难得’。教师承

载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

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思政课教师，要给学生

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

扣子。”［4］在党史教育赋能独立学院思政“金课”的过

程中，教师应自觉承担起党史教育的“传道者”、组织

者和领导者，教师的专业知识、讲授方法以及课堂风

格都将直接影响党史教育赋能独立学院思政“金课”

的效果。因此，为了使党史教育与独立学院思政课

实现更好的融合，充分发挥党史教育对独立学院思

政“金课”的赋能作用，教师要做到如下几点：

一是坚定政治立场。思政课教师要明确党史教

育的方向、目标和重要意义，这样在讲授思政理论课

的过程中才能够自觉对学生进行党史教育，声情并

茂地讲述党史故事，传播理想信念，弘扬革命精神。

二是提高自身的专业知识。党史教育赋能独立学院

思政“金课”的时代课题对教师的专业素质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打铁还需自身硬，因此教师除了备思政

理论课外，还要加强对党史知识的系统学习，明确历

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尤其是理清历史事件的时间脉

络。三是创新教学方式。树立“党史教育+信息技

术+思政课程”的多维度教学观念，让现代科技融入

大学思政课堂教学，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通过照

片、视频、语音、微课等方式，使党史教学通过信息技

术手段渗透到思政理论课的教学体系中。四是积极

参与学校组织的各种党史培训班与交流活动，如：学

术讲座、业务培训班、说课大赛、教师集体备课、师生

党史比赛等活动。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

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一百周年大会、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一百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学习过程中提

高教师自身的政治素养与业务能力，让有信仰的人

讲信仰，让优秀的人培养更优秀的人。五是积极关

黄 琴，等：党史教育赋能独立学院思政“金课”建设探析 111



2023年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注时事政治，思政课教师不仅要把历史与现实有机

结合起来，而且要把书本上的理论知识与时政热点

相结合，这样才能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感悟精神

的过程中，真正做到以史为鉴，切实发挥党史教育的

作用，达到立德树人的目的。

2.厚植党史元素，做好党史“探索者”。思政课

教师在讲述思政理论课程的过程中，要深入探索挖

掘其党史元素，抓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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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条

主线，认真备课，搜集相关史料，理清思想脉络。在

给学生教授思政理论课的过程中，立足一个切入点，

深挖其背后的主线，将不同教材中的知识点有效串

连起来，从而为学生构建一条完整的故事线，一个完

整的框架。与此同时，思政课教师还要充分挖掘当

地的红色资源，坚持“红色根脉”，这不仅是新时代加

强师德师风建设的必要途径，还是对广大师生进行

红色教育的生动教材。红色资源谱写着感天动地的

英雄史诗，传播着不屈不挠的红色故事，蕴含着无数

革命先驱的坚定信念，承载着可歌可泣的革命史与

奋斗史。因此，教师通过对红色资源的深入挖掘与

探索，进而把课堂的相关党史理论知识搬到生动的

红色资源场地，从而将党史教育有效赋能独立学院

思政“金课”。独立学院的思政教师要加强与校内外

思政教师的沟通，创新情景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教学

方式，在摸索中前进，在探索中成长，切实发挥党史

教育赋能独立学院思政“金课”的作用。

3.坚定理想信念，做好党史“引路者”。教师要

做学生的“引路人”。一方面，高校思政课教师不仅

要有过硬的专业素养，同时还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党

史教育赋能独立学院思政“金课”，不仅是学生接受

理论知识的过程，也是学生理想信念引导的过程。

因此，教师在提高自身政治素养的同时，也要注意引

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坚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共产党的理想信念，笃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强

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使命。另一方面，

由于独立学院学生的思想较为活跃，教师不能用传

统的教学方式禁锢其思想，限制其思维。教师不要

僵硬地按照书本给出的答案对其进行解答疑惑，而

是要引导学生思索，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启迪智

慧，砥砺品格，真正做到由史到论，论从史出，史论结

合。学生在找寻答案的过程中，能够潜移默化地汲

取党的百年奋斗的智慧与力量，自觉感悟中国共产

党的伟大，勇担时代赋予的责任与使命。

四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青年寄语：“广大青年要坚

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

为又善作善成，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

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1］因此，我们要

以党史教育为润滑剂，将教书育人与铸魂育人有机结

合起来，以史为鉴，引导学生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伟大事业，助力学生成长成才，勇担历史使命。同

时作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矢志

不渝、笃行不怠，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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