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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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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是全面推进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路径。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大中小学

思政课一体化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系统工程，直接关系党史学习教育的常态化长效化开展与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的融合，对大中小学协同育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意义。但现阶段仍存在教学目标层次性不明、教学

内容系统性不强、教师队伍专业性不够和评价体系多元化不足的问题。针对此，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要

从分层界定育人目标，构建教学目标一体化；系统整合党史资源，构建教学内容一体化；培养党史教育专门人才，构建教师队伍

一体化；多元评价教育成果，构建教学评价一体化等子系统入手，推动青少年明理、增信、崇德、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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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Integration of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Secondary Schools and Primary Schools

TANG　Lei，CHEN　Ying，YANG　Jing*

（School of Marxism，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engdu ，Sichuan 611137， China）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secondary 
schools and primary schools is necessary for promoting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for the young comprehensively. And it is a 
systematical project cultivating people for the Party and national construction to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national re⁃
juvenation. With a coordinated education among primary schools， secondary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it has a major ef⁃
fect on the regulated and long-term Party history learning and on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mong these schools. However， there are some practical professional teaching force and unitary evaluation system. In 
view of this，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the integration of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uni⁃
versities， secondary schools and primary schools should proceed from the clarification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 layers to 
build unified teaching objective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Party history resources to build an integrated teaching content； 
from the training of professional teachers for Party history to build a strong teaching force； and from the diversification of 
assessment system to build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mechanism， in the hope that young people can be educated as 
knowledgeable， confident， moral and practical talents.
Keywords: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universities， secondary schools and primary 
schools； integration

2021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在思政课中加

强以党史教育为重点的“四史”教育的通知》，明确

要求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中开展以党史教育为重点

的“四史”教育，持续深化所有思政课必修课中“四

史”学习教育相关内容的有机融入［1］。2022年中共

中央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

化长效化的意见》，强调要“坚持不懈把党史作为必

修课、常修课”，“用好学校思政课这个渠道，推动党

史更好地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发挥好党史立德

树人的重要作用” ［2］。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大中小学

思政课一体化是全面推进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的

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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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教育界与学术界对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大

中小学思政课展开积极探索，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

党史学习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原则与路径上，不同程度缺乏对党史学习教育融入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探索与分析。党史学习

教育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状况如何、有何

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等，是深入推进青少年党

史学习教育亟待解答的问题。党史学习教育融入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应该坚持问题导向和实践

导向，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一、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

化的价值意蕴

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

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各个层面都具有重要价值意

蕴。在党和国家层面，有利于为党和国家培养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在党史学习教育层面，

有利于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在思政课

层面，有利于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落细

落实。

（一）厚植爱党爱国情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任何一个思想观念，要在

全社会树立起来并且长期发挥作用，就要从少年儿

童抓起。” ［3］党史学习教育不仅在于对青少年传播党

史知识，需要注重党史学习教育的知识性与科学

性；而且在于对青少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

造，使青少年“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

力行”，更需要注重党史学习教育的价值性与政治

性。将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

建设，有利于从少年儿童抓起，用党的生动故事感

动青少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少年、用党的科

学理论武装青少年，在少年儿童的心中根植红色基

因和红色血脉，使得青少年从小在政治上、思想上

和情感上认同“中国共产党能”，从而将青少年紧紧

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中国梦贡献青春伟力、绽放

青春绚丽之花。

（二）发挥思政课主渠道作用，实现党史学习教育常

态化开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

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认真总结这次党史学习教

育的成功经验，建立常态化长效化制度机制，不断

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4］推动党史常态化学

习教育，需要通过制度化加以保障［5］。大中小学思

政课一体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党和国家已经将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落实到制度层面，出台

了一系列意见与办法，并且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还

明确指出要“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

设”。将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

化，通过系统设计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大中小学思政

课的课程目标体系、内容体系、教材体系、评价体

系、保障体系等，形成大学、中学、小学层层负责、联

动互通的工作格局，将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落实到

日常教学和课程中去，使得党史学习教育在青少年

中制度化开展、体系化建构、分类化设计成为可能，

从而在青少年中实现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

开展。

（三）丰富思政课教学内容，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

体化建设

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不

仅对党史学习教育起到积极作用，而且对推进大中

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意义重大。思政课的理论

品格并非诞生、存在于思想的真空，而是来源于历

史和现实，是在以中共党史为重点的“四史”背景中

产生和发展起来的［6］。首先，党史学习教育以重大

历史事件和历史故事等为依托可以为思政课的理

论内涵提供历史佐证，更好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讲清楚讲明白，为大中小

学思政课一体化打好理论底色。其次，党史内容博

大精深，是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资源。党

史学习教育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可以

丰富大中小学思政课的内容和内涵体系，提高大中

小学思政课的政治性与思想性，打好大中小学思政

课一体化建设的内容底色。“理论”和“内容”两手抓

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提供有利抓手，有效

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进程。

二、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

化存在的问题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是一个系统有机整体，

组成要素包括思政课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

主体、教学客体和教学评价等。党史学习教育要有

效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就要从大中小学思

政课基本要素入手，实现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中的系

统衔接性、层次递进性和螺旋上升性。当前，党史

学习教育已经在大中小学各阶段思政课中有所开

展，但是由于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

体化建设还是新举措，尚处于初步推进阶段，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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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一体化”推进还存在差距与问题。

（一）教学目标层次性不明

教育目标是对教育活动开展所达到效果的要

求，也是我们开展教育活动的方向指引［7］。党史学

习教育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要顺利开展，必

须要构建起分段衔接、层次递进、螺旋上升的党史

学习教育目标一体化框架体系，以目标引领大中小

学思政课中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的系统衔接和整

体联动。从目前状况分析，当前党史学习教育在融

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过程中还存在教学目

标层次性不明的问题，影响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大中

小学思政课的进程与效果。主要体现在开展青少

年党史学习教育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学生成长发展

的规律和需要，缺少学龄差异、递进衔接的学段目

标的考虑，影响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的实效性。以

大中小学思政课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价值观

教育为例，由于缺少学段目标的清晰指引，不少思

政课教师理所当然认为小学应该讲授集体主义、中

学讲授爱国主义、大学才讲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义［8］，割裂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价值观教育的系

统性和整体性。又如小学阶段由于缺少学段目标

的清晰指引，党史融入“道德与法治课”上存在提供

的党史资源与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不吻合的现

象［9］。在高中阶段也存在类似情况，高中思政课中

党史素材的运用较少考虑党史素材与学生认知特

点的契合［10］。长此以往，势必造成青少年学生在党

史知识链和正确党史观形成上的断裂，无法实现大

中小学党史学习教育连续性与衔接性的要求。

（二）教学内容系统性不强

党史内容博大精深、场景宏大，但并不是所有

的内容都适合在课堂中讲授。“党史教育资源对学

什么、教什么起到直接决定作用，对党史教育的实

际效果有着重要影响” ［11］。因此，要根据学生身心

成长规律和思想道德发展水平状况对党史教育资

源和内容进行统筹规划和系统设计，增强党史学习

教育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中的系统性和针对性。但

是当前党史学习教育在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

化的过程中还存在教学内容系统性不强的问题，主

要体现在教学过程中党史教育内容的分散化和简

单重复两个方面，影响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的实

效性。

一方面，党史内容分散化影响了党史学习教育

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系统性。小学、中

学、大学都存在党史内容分散化的问题。目前，大

多数大中小学没有开设单独的党史教育课程，党史

内容分散在不同的课程当中，如思政课、语文课、历

史课等。由于课程之间各成体系、缺乏整体规划，

教师之间缺乏交流等问题，使得党史教育内容无法

有效衔接、不成体系和系统。另一方面，大中小学

思政课教材中存在相同的党史知识、内容反复出现

的现象。如大学阶段思政必修课“纲要课”和“毛概

课”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存在较多重复。在大中

小学思政课教学内容上党史教育只是其中一个较

小的知识模块，并且党史内容博大精深，思政课受

时空限制、教材受篇幅限制能体现的党史内容有

限。党史内容的简单重复是对有限的思政课教学

资源的浪费。“金玉良言不能再三重复，否则就会成

为陈词滥调”［12］，对同一内容的反复讲授还容易使

学生对重复讲授的部分失去兴趣，影响青少年党史

学习教育的实效性。

（三）教师队伍专业性不够

“人才是第一资源”，教师思想政治状况和师德

水平决定着人才培养的质量，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

未来［13］。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

化建设需要专门的党史教育人才，党史教育专门人

才既要熟知“党史”，也要深谙“教育”，“党史”和“教

育”专业知识缺一不可，这是办好大中小学党史学

习教育的人才前提。但是当前党史学习教育融入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教师队伍专业性不够，体

现在缺乏党史教育专门师资和思政课教师党史专

业知识和水平有待提高。

一方面，大中小学中缺少“党史”+“教育”专业

教师，当前青少年的党史学习教育主要由思政课教

师承担。专业师资的匮乏使得党史学习教育融入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受到制约。另一方面，承担

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主要任务的思政课教师党史

知识和理论素养还有待提高。思政课教师多数主

修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原理、思想政治教育方向［14］。
由于思政课教师的个人能力、党史专业素养的限

制，多数思政课教师对党史知识掌握不全、对党史

理论理解不深、对党史脉络把握不清。有研究调查

显示，以高中为例仅有 22.3%的高中思政课教师认

为自己具备扎实的党史知识［10］，数量还不过半。同

时，思政课教师的党史和理论素养不足还会导致

“书本教育”“结论教育”的出现。“书本教育”是指部

分教师在课堂中只使用教科书开展教学，只讲书上

有的，缺乏对时事政治和现实材料的关注。“结论教

育”是指只讲书本中有的结论，不讲“为什么”和“怎

么办”，使学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从而使党

史学习教育流于形式，影响党史学习教育在大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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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政课中的系统融入。

（四）评价体系多元化不足

教学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15］。当前，大中小

学思政课评价体系多元化不足，影响党史学习教育

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的有效性，主要体现在教学评

价方式、教学评价主体和教学评价客体的单一。

其一，教学评价方式单一。青少年党史学习教

育成果的检验主要还是以“考试”为主，使得较多青

少年学习党史是为了“应对考试”，对“考点”熟悉、

死背，对“非考点”忽略不计［16］。“考试”使党史成为

了学生口中可以流利背诵的知识点，高分就意味着

“掌握”。但是党史学习教育不仅是知识教育还是

理想信念教育、不仅要走脑更要“走心”。以分数论

成绩的考试，不同程度忽视了党史对青少年理想信

念教育的作用。其二，评价主体单一，评价主导权

掌握在思政课任课教师手中。大中小学思政课中

党史学习教育的对象是青少年，青少年正确思想意

识的形成是一个长期和动态的过程，需要学校、家

庭、社会协同育人、共同努力和监督，仅仅以思政课

任课教师为评价主体是片面的和不科学的，难以发

挥教学评价以评促学的作用。其三，评价客体单

一。现阶段党史教育学习效果评价主要以课堂中

教授的党史知识掌握情况为主，不同程度忽视对课

外和校外社会实践的评价。党史学习教育落脚点

在于学史力行［17］，对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评价过程

中注重党史知识掌握情况的同时，还需要对学生的

行为习惯和实践能力进行考察，发挥学史力行、学

以致用的作用。

三、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

化的实践路径

针对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

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可以从构建教学目标、教学内

容、教师队伍、教学评价等子系统的一体化入手，多

措并举、协同推进，使党史学习教育在大中小学思

政课一体化建设中落细落小落实，取得更大成效。

（一）分层界定育人目标，实现大中小党史学习教育

的教学目标一体化建设

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

设要根据教育教学规律、学生成长规律和认知发展

规律制定“总目标”“学段目标”“学段内的教学目

标”，构建起分段衔接、层次递进、螺旋上升的教学

目标一体化框架体系，以目标引领大中小学党史学

习教育的整体联动。

第一，总目标高屋建瓴，由教育部进行顶层设

计和制度安排，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党

史学习教育要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党史观和“大历

史观”，通过学习党史弄清楚当今中国所处的历史

方位和自己所应担负的历史责任，深刻理解中华民

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逻辑、理论逻

辑和实践逻辑，增强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和行动

自觉，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做到明理、增信、崇

德、力行，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成长为党和国

家需要的时代新人［1］。总目标是大中小学各阶段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共同的核心目标，学段目标和学段

内的教学目标都要依据核心目标确立。

第二，学段目标在总目标的宏观指导和统筹规

划下确立，要求实求真具有合理性，螺旋上升具有

梯度性。每一学段的党史学习教育目标要保持在

青少年能够接受的水平之内，同时适当向后一学段

延伸，实现前一学段的输出是后一学段输入的基

础，后一学段的输入是前一学段的深化。具体到大

中小学各个学段而言：在小学阶段注重使学生知史

悟情，启蒙学生对党的道德情感；初中和高中阶段

引导学生明史通义，增强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大学

阶段强调学生信史笃行，使学生践行历史主人翁

意识［8］。
第三，学段内各年级党史学习教育目标要在学

段目标的基础上加以细化。小学一年级和小学六

年级青少年学生年龄跨度较大，教学目标不能一概

而论，其他阶段也是如此。

（二）系统整合党史资源，实现大中小学党史学习教

育的教学内容一体化建设

教学内容是对教学目标的生动呈现，关系到党

史学习教育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内

涵式发展。系统整合党史教育资源，推进党史学习

教育内容的合理化构建，是实现党史学习教育融入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内在要求。

一方面，大中小学党史学习教育教学内容设计

要依据学生身心成长规律和思想道德发展水平统

筹规划设计适合不同学段、不同年龄层次青少年学

生的党史教育内容。人的思维认知能力是一个由

低级到高级、由感性到理性、由具体到抽象的发展

过程［18］。小学阶段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较低，处于

具体的形象思维阶段，因此针对小学阶段的党史教

育内容应该以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的党史故事为

主，通过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等党史故

事，让小学生对中国共产党有初步的了解，使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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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在小学生的心中萌芽，启蒙学生的道德情感。

初中阶段学生的认知发展由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

思维过渡，认知过程不断发展完善，但主要还是依

靠经验。因此针对初中阶段的党史教育要增加体

验式内容，适当加入理论与分析，让学生通过开动

脑筋参与进党史教学中，打牢学生的思想基础。高

中阶段学生认知能力不断完善，思维能力不断成

熟，但向理论思维的转化尚未完成。因此针对高中

阶段的党史教育要加大对中国共产党重要历史事

件、会议、人物的评述内容，引导学生由衷拥护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提高学生的政治素养。大学阶段学

生的辩证思维逻辑发展与推理归纳能力提升，因此

大学阶段的党史教育内容重在体现党史的思辨性

和理论性，让学生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由感性认识

层面上升理性认识层面，知“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之所以然，增强学生的使命担当。

另一方面，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

一体化以内容为载体，同时要将教材建设作为核心

环节。教材是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主要文本依

据，是教师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完成教书育人工作

的具体依据，是学生获得系统知识、发展智力、提高

思想品德觉悟的基础性工具［19］。首先，统编现有教

材，在横向上加强思政课与语文课、历史课等课程

教材编写部门的沟通，合理安排各课程党史教育内

容，提高党史教育内容的系统性和聚合性；在纵向

上加强各学段思政课教材编写部门的协作，特别是

大学与中小学思政课教材编写部门的沟通，形成有

效的合作互动机制，降低大中小学思政课教材中党

史教育内容的简单重复，加强各学段教材党史内容

的顺承性和连接性。其次，整合党史和思想政治教

育等领域专家学者，发挥各领域专家学者合力，出

版专门的大中小学党史教育通用教材。同时，鼓励

各地方相关部门和学校结合当地红色资源发挥地

方红色资源优势编写选修课党史教材和校本教材。

对于已经出版的地方和校本党史教育课程教材，党

和国家要对其科学性和准确性进行审视与考察，将

优秀的党史教育课程地方教材和校本教材进行归

纳与整理，将其推广到全国。形成类别互通、统一

性和层次性凸显的一体化教材体系。

（三）培养党史教育人才，实现大中小学党史学习教

育的教师队伍一体化建设

办好思政课的关键在教师［20］。党史学习教育

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关键也在教师，“教

师承载传播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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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在青少年党史

学习教育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教师队伍一体化建

设是实现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

化建设的重要保障。

第一，要加快培养党史教育专门人才。依托高

校的平台和资源优势，优化党史专业设置、扩大党

史专业招生规模，培养 “党史+教育”专业的本科生、

研究生，充实党史教育专门人才储备，为大中小学

输送优质教师资源。

第二，教育者先受教，要全面提高思政课教

师的党史水平与素质。由于当前青少年的党史

学习教育主要由思政课教师承担，大学、中学、

小学各阶段思政课教师都要强化自身的党史知

识储备、提高自身的党史素质、加强自身党性

锻炼，实现教育者先受教，提高自身讲好党史

故事与知识的本领，更好将党史教育融入日常

课程中。思政课教师还要主动“作为”，发挥引

领作用。作为党史学习教育主渠道思政课的教

师，各阶段思政课教师要加强思政课教师内部

的沟通与合作，在纵向上实现思政课层面的大

中小学党史学习教育一体化。同时，在同一学

段内还要加强思政课教师与其他课程教师的沟

通与协作，如小学阶段主要要加强与语文课、

历史课教师的协作，横向推动大中小学党史学

习教育一体化。

第三，相关部门要为教师队伍的沟通协作

提供合作交流平台，分级逐渐建立起大中小学

党史学习教育教师队伍一体化合作机制。交流

沟通可以使不同学段、不同学校、不同地区思

政课教师之间实现信息互通。首先，各地方院

校要为本校教师提供党史教育交流平台，使得

本校年级与年级、课程与课程教师沟通合作顺

畅。其次，省级教育部门要搭建省级党史教育

交流平台，整合省内党史学习教育资源，使得

大中小学教师能更好发挥地方红色资源和优

势。然后，教育部要积极提供和搭建供全国各

地大中小学教师使用的党史教育互动与合作平

台，如利用互联网建设相关网站或 App 供大中

小学教师使用，再如利用互联网打破时空限制

开展全国性大中小学教师集体备课会和研讨交

流会，加强地区与地区之间教师的互通互学。

从而逐渐建立起层级递进的协同对话机制和备

课制度体系，推动教师与教师之间、学校与学

校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交流合作，由点到

线再到面实现大中小学党史教育教师的资源互

补与信息沟通，构建大中小学党史教育教师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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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一体化。

（四）多元评价教育成果，实现大中小学党史学习教

育的教学评价一体化建设

教学评价一体化是推进大中小学党史学习教

育一体化的关键举措，是提高教学质量、判断教学

效果的重要途径。党史学习教育不仅是知识教育，

还是政治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因此不能只采用单

一的评价主体、评价方式，应该开展多主体评价、多

方式评价，建设多元化的复合型评价体系。

第一，强化教学评价主体的多元性和协同性。

要将对学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息息相关的思政课

教师、班主任（辅导员）、家长、同学、学生本人等作

为评价主体纳入评价体系，打破过去以教师为单一

评价主体的弊端，提高党史学习教育评价的综

合性。

第二，将课内评价和课外评价、校内评价和校

外评价相结合。党史学习教育落脚点在于学史力

行，因此只注重课内和校内学习成绩是远远不够

的，还要将学生在课外和校外的学习与实践一同纳

入评价系统，构建课内课外、校内校外协同评价

体系。

第三，构建“1+n”的评价模式，“1”是指大中小

学党史学习教育评价可以以“考试”为主，这一主要

的评价方式贯穿大中小学党史教育全过程，保障党

史学习教育在大中小学各阶段中顺承过渡和衔接；

“n”是指在以考试为主要评价方式的基础上，同时

要辅之以其他评价方式，如撰写党史学习心得、讲

一个党史故事、为班级做一件实事等，加强过程性

评价。各阶段党史学习教育的辅助性评价的具体

方式方法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积极构建适合不同

学段学生发展水平的多元评价方法，实现教育评价

的多样化，突出价值引领、素养导向、能力为重、知

识为基，提高评价的科学性。

推动教学评价一体化落实还要创新评价工具，

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小学

—中学—大学一体化学生成长数据平台，全面记录

和追踪每位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道德水平、学习

情况、成长经历等。从而培养学生树立正确党史

观，养成良好思想道德、心理素质和行为习惯，从思

想上立志听党话、跟党走，从行动上成长为党和国

家需要的人才，立志扎根人民、奉献国家，贡献青春

伟力、绽放青春绚丽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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