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021年5月12日 星期三 前沿观察责任编辑：言 宏 版面设计：余江燕

电话：0571-87778072
E-mail：qygc003@163.com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扫一扫，关注“浙江教育报 前沿观察”

微信公众号，了解教育前沿观点

编者按：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国大中小学纷纷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掀起了党史学习教育热潮。为此，本报约请了几位来自浙江大中小学的教育工作者一起探讨——

学党史精髓 明未来追求
——如何引导大中小学学生学好党史

□本报记者 言 宏 实习记者 涂郁子

嘉宾：

渠长根 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牛学文 省教育厅教研室历史与社会教研员、正高级教师、教育部

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

陈仲弘 原杭州市江干区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

郑伟新 兰溪市第一中学副校长、正高级教师

金明强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教师、全国优秀教师、正高级教师

许 颖 宁波市鄞州区华泰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正高级特级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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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喜闻乐见的形式
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主持人：学生们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学习接受能力也比较强，

学校应该如何连接社会变化，用学生喜闻乐见的途径和方法推动党

史学习教育?

渠长根：要关注学生希望学什么、怎么学、学到什么程度。必须

尊重、符合中小学生身心特点，情节表述要与规范的学理呈现相结

合、情节与史实相结合、人物与事件相结合。要努力说准确“理”，努

力表达“情”。情，是高尚的，善良的，令人尊重和敬仰的；理，更是正

确的，真理的，使人信服和坚守不移的。比如红色家书中的情与理，

《刑场上的婚礼》《可爱的中国》《半条被子》《张人亚守护党章》等故事

里的情与理。

陈仲弘：学校需要在学习内容、学习空间、学习方式上好好做文

章。内容上，架构党史学习教育课程新体系，对党史学习教育进行更

加完善的规划与管理；空间上，挖掘家门口的红色资源；形式上，把党

史学习教育融入学生常态生活，将党史学习教育可视化表达，让学生

在耳濡目染中理解、浸润、内化、外显。

原江干区思政课品牌“慧眼看世界”系列活动进行了十三届，通

过“一球看天下”“史学小论坛”“时政大讲堂”倡导人人讲故事，说观

点，将小课堂与大社会做连接，比如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实验学校的

“三史”红色教育，杭州市濮家小学的“红色的引进，行走的阳光”特色

课程，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实验学校的会安阁党史学习基地，杭州

采荷第三小学的“走读新杭州，读懂新中国”，杭州市丁荷小学的“一

起动手拍微党课”，杭州市丁兰第二小学的“党史小喇叭，红色小主

播”，杭州市天杭实验学校的“爱国日历”等等，都引导学生综合全面

看问题，涵养家国情怀，培养社会参与度和责任感。

郑伟新：对于校史馆、博物馆、纪念馆、历史遗迹等党史学习场

所，可以组织学生项目化研学，不能停留于走走看看，而是要带着问

题，设计好方案，研究出成果，以真人、真事、真物增加信服力。也可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和利用线上的党史学习资源，突破时空的限

制，提供更加便捷的载体。要充分调动学生的多元智能系统，利用

看、读、写、画、唱、辨、演等各种学生乐于接受又便于参与的形式，提

高其学习的生动性和实效性。

金明强：从课堂学习的角度而言，教学可以在以特定的时空牵

引学生、以生动的故事吸引学生这两点上下功夫。历史人物活动

在特定的时空里、历史事件发生在特定的时空里，以特定的时空牵

引学生可以带领学生重返历史现场。比如讲红军长征的内容时，

两万五千里长征中跨越的千山万水、克服的艰难险阻一定要在地

图上呈现，才能让学生真真切切感受到红军得有多么坚定的信念、

坚强的意志才能完成如此壮举，由此生发由衷的敬意。学生可以

在细节中感知历史的微妙。

作为基础教育的一线教师，依托教材，讲好党史课就是对党的忠

诚；作为党员教师，讲好党史课就是表达对党的信仰。经由教学，把

这份忠诚、信仰动情地传递给学生，并使其在学生心里生根、发芽。

许颖：小学生学党史，需要做到三有，即“有法、有趣、有效”，可以

从“立足课堂，学科渗透”“五育融合，浸入活动”“研学实践，学史力

行”三方面入手。

课堂是学校铸魂育人的主渠道，是党史学习教育的主路径。要

讲好思政课，通过鲜活的故事讲好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

好。强化学科渗透，做到学科教学与党史学习教育深度融合。深化

主题探讨，通过主题班会等形式，组织学生开展“从小学党史，永远跟

党走”主题探究讨论，深化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要利用好国旗下讲话、重大节日节气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组织学

生开展读红色书籍、看红色电影、唱红色歌曲、讲英雄故事、自编自导

自演英雄故事微电影、办手抄报等活动，寓教于乐，让学生在活动中

学党史。

立足当地红色资源，通过

参观访问，体会革命先烈探寻

革命道路时筚路蓝缕、艰辛奋

斗的历程。组织学生走进农

村、走进社区，感受脱贫攻坚成

果，了解中国共产党“从哪里出

发，为什么出发，要到哪里

去”。在活动、体验中学党史，

把党史植根学生幼小心灵。坚

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具

有国际视野、民族情怀、赤诚中

华心的下一代。

主持人：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各

大中小学开展了党史学习教育，将学党史作为一

项长期性的重要工作抓细抓实。您认为大中小

学学生学习党史的意义是什么?学党史最重要的

是学什么?

陈仲弘：学生学党史最重要的是学习中国共

产党的伟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曾说，精神是一

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这个精神是革命

烈士、英雄人物、先进模范铸就，以崇高理想信念

和为民情怀为基因密码，在革命、建设、改革的百

年历程中炼就的。在中小学生成长过程中，把共

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融进他们的血脉，才能更好地

推动一代人担起一代人的责任，继承发展红色基

因，在新的伟大征程中创造新的时代辉煌和历史

伟业。

郑伟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把学党史的意义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在于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四个方

面。对于党员，通过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坚持真理、科学应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为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不

懈奋斗。对于学生而言，党史教育能促进他们核

心素养的培育。

金明强：党史本身就是很好的教科书，党员

的优秀事迹就是最生动的育人素材。从这个意

义上说，学生学习党史，意义非凡。

许颖：学党史能够让莘莘学子在历史中汲

取精神力量，萌发前行动力，从而为实现中国

梦注入无限生机和活力。尤其是初高中学生正

处于人生中的“拔节孕穗期”，进一步坚定高尚

的信念与信仰有助于使他们在成长与成才过程

中不迷失方向。学习党史有助于青少年树立大

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和全球风云中探

究历史规律，从党的非凡历程中感悟马克思主

义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在思辨中增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自觉承担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责任，成长为堪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坚定信念，汲取精神力量

主持人：如何针对时代特点，结合实际，建立

党史学习教育的框架？

渠长根：推进中小学党史学习教育，要搞清

楚供需双方的需求与实况。我们一方面要坚持

把必须给予的东西，坚定地传授、传播出去；另一

方面要兼顾供需实际，做到让学生能学、乐学、好

学、学懂、学会。

必须教授给学生的，是党史里涵容、体现的

中华民族的磨难史、奋斗史、英雄史、荣耀史；是

中国人民不甘屈侮、坚决抗争的意志、毅力和行

动；是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这样的过

程，这样的精神，这样的意蕴，这样的品质，这样

的成就，都必须坚定不移、坚持不懈、坚持完整地

教给学生。

另外，要坚持多样化、时尚化、现代化与传统

表达相结合，坚持有形与无形相结合，坚持说教

与言传身教相结合，坚持本土化、地方化、身边视

角（如杭州市夏衍中学、杭州市富阳区郁达夫中

学、杭州高级中学、嵊州市马寅初中学、丽水市刘

英小学等独特的党史资源）与全国性、全局化、全

景式（浙江党史、全国党史、党史全程与局部精彩

片刻场景）相结合。

陈仲弘：我们要聚焦“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

人、为谁培养人”的目标定位，整合全社会优质教

育资源，系统化集成化推进学校教育、家庭教育

和社会教育互融共进，着力构建学校、家庭、社会

三位一体学习体系，向青少年一代讲好“过去的

故事”，让青少年一代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的

智慧和力量。要以历史为鉴，以知识为基，以艺

术为媒，以榜样为师，在思齐中看齐，把对英雄模

范的仰慕之情化作择善而从的实际行动。古人

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所以，平时就要培

养学生热爱祖国、孝顺长辈、关爱同学、勤俭节

约、礼让谦虚、好好学习等好习惯。从小事小节

做起，学而思、思而行、行而齐，将来他们才能成

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郑伟新：高中阶段的党史学习教育，从组织时

机看，包含集中性教育和融入学科教学的常态化

教育两个阵地。建党100周年这样的伟大时刻，

是进行党史教育的最佳时机，必须集中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在其他重要节日或节点也都可以组织

集中进行党史学习教育。在高中历史和思政学科

中，有大量关于党史的教学内容，要开发好教材，

在日常教学中突出党史学习教育。党史学习教育

除了要在建党100周年这样的历史性时刻组织集

中性的学习外，更要关注常态化的教育学习。

许颖：学习党史，一是要了解过程。要搞清

楚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现在整个发展过程的来龙

去脉和大致的阶段划分，这样一幅党史的轮廓和

结构示意图就会呈现在我们面前。二是关注变

化。我们应以关注党史人物的起落沉浮及他们

影响下的党的理论和政策的调整变化作为我们

学习党史的基本线索。三是聚焦重点。我们不

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在有限的精力和条件下，学

习党史应该把握关键、聚焦重点，然后以点带面，

了解全局。四是搞清逻辑。我们搞清楚了点、

线、面之后，最重要的是把握灵魂。这个灵魂不

是别的，正是党史发生发展内在的逻辑（因果

律）。五是用好方法。学习党史应该掌握“比较、

总结、提炼、概括”这样一种基本的管用的方法。

聚焦框架，多维度促进党史学习

主持人：大中小学生处于不同年龄阶段，要

如何做好针对性的党史学习教育，引导学生了解

党的发展历史？

牛学文：可以从“三段三科”的角度针对性地

让学生学习党史。“三段”即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

的认知特点，整体设计、分段展开、循序渐进、逐

步深化，切实推进党史学习，提高教学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

小学阶段主要以讲故事为主，重点选择党史

中的革命领袖、革命英雄事迹、革命文物、革命歌

曲等，以激发学生对革命领袖、英雄人物的崇敬

之情和学习意愿。

初中阶段主要以可感事实、具体概念和生活

体验来引导学生学习党史，重点选择党史中的重

大历史事件、伟大成就、代表性人物及其感人事

迹，使学生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程，懂得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的道理，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高中阶段主要坚持社会活动和思维活动相

结合，重点选择党史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

史进程及其典型成果，引导学生深刻认识历史和

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

会主义道路、选择改革开放的必然性，从而认同

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四个自信”，形成做社会

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政治认同。

“三科”即历史学科注重通过整体叙述与背

景叙述，使学生系统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

为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英勇奋斗的历程。

道德与法治学科（思想政治）要注意对思想内涵

的深刻解读，突出提高思想认识、政治觉悟，坚

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增进政治认同，同时引导学生弘扬革命精

神，培养高尚品德。语文学科注重以文化人，引

导学生深刻体会革命精神、深入感受爱国主义

精神，体认英雄模范的高尚品质，陶冶性情、坚

定志向。

陈仲弘：一方面，青少年处于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形成时期，他们思想活跃，接受能力

强；另一方面，这一代青少年生活在和平盛世，没

有经历战争和苦难。所以，我们认为青少年在党

史学习上要有“两个走心”。一是党史学习教育

要“走向学生心灵”。注重知行合一，让学生从距

离上走进到心灵上“崇敬”；二是走创新之路。党

史学习教育也要与时俱进，运用现代化学习方

式，符合青少年的认知特点、思维习惯、接受方

式，采用参与、实践、体验的方式，增强针对性、思

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

郑伟新：高中阶段的党史学习教育，要和新

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学习教

育相互交融，还可以挖掘校史中的党史资源、本

地的党史资源、身边的英模人物事迹等，不断丰

富党史教育的内容。

金明强：我认为要做好三件事：“自然而

然”学教材、“主题鲜明”学主线、“具体生动”学

人事。初中生“自然而然”学教材，就是“自然

而然”学党史。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

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复兴的三大里程碑。

初中生要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中国共

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与建设的艰苦历

程，由此清楚把握“三大里程碑”的主线脉络。

在该主线的贯穿下，可以学到历代中国共产党

人的优秀事迹及优秀品质。历史由具体的人

事组成，党史也一样。喜欢历史故事是初中生

的天性。依托教材文本，适当适时展开具体人

事学习，让先进党员形象立体起来、使历史事

件具象起来，可以增加内容的信度、学习的效

度。比如抗日战争这一段，教材有《松花江上》

歌词，教学中可以播放甚至唱这首歌。凄婉的

旋律足以让学生感受到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

民的颠沛流离。

许颖：初高中生学习党史的特点是要注重明

理、加强崇德，重点学习的教材有《打造红色课

堂》《学习红色人物》《荐读红色书籍》；小学生学

习党史的特点是要生动直观，注重活动体验，重

点学习的教材有《学习红色人物》《寻访红色足

迹》、《传唱红色经典》。

依据年龄，选择学习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