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的现状调查与优化举措 ——
基于湖北六所高校的调查分析

[摘

要]

高校担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历史使命，是党史学习教育的主阵地。党史学习教育对高校大学生

坚定理想信念、汲取实践力量、提升文化自信等具有重要意义。准确把握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的现状

是各高校有效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的前提和基础。通过运用问卷调查法，对湖北地区六所高校在校

大学生进行调查后发现，新时代大学生总体上比较关心党史学习教育且党史知识学习情况较好，但仍

存在部分学生学习党史动机不端正、党史学习意识不强、党史基础知识薄弱、对本土党史了解较匮乏

、主观能动性发挥不显著和学校党史学习教育方式单一等问题。因此，应系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创

新党史学习教育方式、构建“互联网+”党史学习教育平台、引导学生端正党史学习态度，以加强高校党

史学习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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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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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党史学习教育

结束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意见》。2022年10月22日，

党的二十大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在第三条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第一项中，增写

了学习“党的历史”的内容：“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和党的历史，学习科学、文化、法律和业务知识，努力

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2] 252024年，中共中央又印发了《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这是有效保

证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实施的重要制度。大学生作为实现中国梦的生力军，对其进行党史学习

教育有助于坚定理想信念、汲取实践力量、提升文化自信，进而赓续红色基因、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为深入了解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现状，本文以湖北地区六所高校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

象，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对党史学习教育现状进行调查分析，找准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探究

更有效的对策，以提升党史学习教育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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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展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的意义

随着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持续深入，各高校越来越重视对大学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这既是

对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更是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推动学生坚定理想信念的“动力源”

坚定理想信念是党史学习教育要解决的根本问题。高校通过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党的历史教育人、

启迪人、感化人、鼓舞人是牢记党的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3]，是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有助于增强学生的爱党爱国情怀，增强对党的理论认同

、政治认同、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党史观和唯物史观，引导学生从党史发展的主题主

线、主流本质的高度观察和认识党史重大问题，把握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引导学生自觉抵制错误

历史观，帮助他们在思想上自觉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思想的侵袭，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拥护党的领导[4]

。

（二）推动学生汲取实践力量的“营养剂”

“学史力行”是党史学习教育的关键环节。高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有助于引导学生牢记习近平“把小我

融入大我”的嘱托，增强奋斗自觉，勇担时代责任，将个人理想的实现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奋发

有为，锐意进取；有助于引导学生牢记习近平“事业靠本领成就”的教导，注重在实践中学真知、悟真

谛、加强磨炼、增强本领；有助于引导学生牢记习近平“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寄语，坚定前进信心，立

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三）推动学生提升文化自信的“金钥匙”

文化自信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保障。坚定文化自信，是

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5]。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史所创造的

伟大党史文化，是党在成立、发展、成长、壮大的历史实践中创造形成的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内容。高校充分挖掘和利用党史文化中的红色党史文化

资源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有助于引导学生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革命文化精神、社会主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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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文化方向的自信，三者有机统一，汇聚成文化自信的强大力量，引导学生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不

断增强党史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

二、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的现状及问题

为充分发挥党史学习教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需要对高校党史学习教育情况进行实证调查。

为此，本文以调查问卷的方式，对湖北地区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长江大学、长江大

学文理学院、黄冈师范学院等6所高校的300名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学习党史的动

机和态度认知、对加强党史学习教育现实意义的认知、对党史知识的了解情况、对本土党史的了解情

况、学习党史知识的主要途径、对创新党史学习教育方式的看法等六个方面。

（一）对学习党史的动机和态度认知

学习动机是激发学生主动学习，并且使学习朝着一定的行为目标发展的内在心理过程和状态的重要表

现[6] 60。相关研究表明，学习动机和学习态度两者呈正相关，积极正向的党史学习动机，预示着更

高的学习和传播意愿；而被动的学习动机，则预示着更低的学习和传播意愿。在调查问卷中设置了“您

学习党史的动机是什么？”的多选题，有79%的学生选择“关心党和国家大事”，79.33%的学生选择“提

高政治素质”，49%的学生选择“职业发展需要”，30.67%的学生选择“应付考试需要”，34%的学生选择“

兴趣爱好”，还有9.67%的学生选择“其他原因”。另外，在“您学习党史的态度是什么样的？”的多选题

中，77%的学生是出于积极主动、追求进步的原因学习党史，41.67%的学生主动性一般、听从学校的

安排，5%的学生是看别人学、自己也跟着学，5%的学生是为了打发时间或结交朋友，3.33%的学生

是被迫学习。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大部分学生学习党史的动机是倾向于正向目标的，如关心党和国家大事、提高政

治素质等。但也存在部分学生学习党史动机不端正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生学习党史的

目的是满足个人发展需要，如应付考试、获得一份满意的工作等；二是将学习党史看作完成学校布置

的学习任务，被迫学习；三是将学习党史当作一种打发时间、结交朋友的方式。

（二）对加强党史学习教育重要意义的认知

习近平指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7] 54新时代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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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青年，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加强新时代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对于坚定理想信念

和共产主义信仰，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进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

有重要战略意义。为了解大学生对党史学习教育重要意义的认知，问卷设置了“您认为学习党史有现实

意义吗？”的单选题，结果显示，67%的学生认为学习党史非常有意义，30.33%的学生认为学习党史

有意义，仅有2.67%的学生认为学习党史没有意义。为了佐证大学生对党史学习教育意义的认知，设

置了“您认为学习党史对自身发展有何益处？”的多选题，有86.67%的学生认为学习党史可以“开阔视野

，增长自身学识”，82%的学生认为学习党史可以“提高自身政治觉悟”，73.33%的学生认为学习党史能

“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荣誉感”，66.33%的学生认为学习党史能“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60.33%的学生认

为学习党史能“增长学识并内化为个人能力”。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可知，绝大部分学生认为加强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但仍

有部分学生党史学习意识不强，认为学习党史无意义。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理想信念不坚定；二

是党史知识未入脑入心；三是民族自豪感荣誉感不强。

（三）对党史知识了解的情况

加强党史学习是当代大学生加深对党的认识的重要渠道。增强学生对百年党史的了解和学习，需要高

校加强对党史类课程的设置和实施，大学生通过学习党史，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刻领悟党

百年奋斗的辉煌历程，从革命先辈们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牺牲的宝贵精神中汲取个人成长成才

的重要力量，可以说党史知识的学习教育是加强大学生对党的认识和肯定的重要途径之一。调查问卷

设置了“您是否参加过学校组织的党史学习活动？”的单选题，74.33%的同学表示参加过，25.67%的同

学表示从未参加。问卷进一步设置了“您所在学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频率”的单选题，39.67%的学生

表示学校经常开展党史学习教育，40%的学生表示较多开展，20.33%的学生表示学校很少或几乎不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在“您对党史了解程度如何？”的单选题中，“非常了解”党史的大学生占20.33%，“基

本了解”党史的大学生占60.33%，“不太了解”党史的大学生占18%，完全不了解党史的大学生占4%。

此外，为了佐证大学生对中共党史的了解程度，设置了“您知道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哪一年吗？”的单选

题，88%的学生回答正确，12%的学生不知道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哪一年。

通过上述数据分析可以得知，大部分学生参加过学校组织的党史学习教育，但部分学生党史基础知识

仍然薄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部分学生还未参加过学校组织的党史学习教育；二是学生党史

知识学习不成体系；三是学生党史素材运用不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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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本土党史的了解情况

本土党史学习资源距离学生较近，加强本土党史资源的挖掘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他们产生情感

共鸣。调查问卷设置了“您对家乡的党史是否了解？”的单选题，仅24.33%的学生表示非常了解，“了解

一些”的学生占48.67%，“不是很了解”的学生占24%，“完全不了解”的学生占3%。

通过上述的数据分析可得知，学生对本土党史知识有一定了解，但部分学生对本土党史知识了解较匮

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本土党史故事听得不多、了解不深；二是实地参观本土红色教育基地

的次数少；三是缺乏带领学习本土党史知识的引导人。

（五）学习党史知识的主要途径

多样化的党史学习途径是贯彻“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重要体现。新课程教学理念和快

速发展的信息技术，要求教师在引领学生学习党史的过程中要不断创新教学方式。在调查问卷中设置

了“您经常通过什么途径了解党史学习教育？”的多选题，选择“传统课堂教学”方式的学生占50%，选择

“相关文艺演出、知识竞赛”方式的学生占51.67%，选择“阅读党史类书籍”方式的学生占42.67%，选择

“通过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学习党史的学生占63.67%，选择“通过党课培训”的方式学习党史的学生占64.

67%，选择通过“参观纪念馆和红色教育基地”的方式学习党史的学生占49.33%，另外还有部分学生选

择通过同学之间的互相宣传讨论了解和其他方式学习党史。

通过这些数据表明，在快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大学生学习党史的途径和方式多种多样，满足不同学生

学习需求的同时，激发了学生学习党史的兴趣。但部分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不显著。主要表现

在三个方面：一是“填鸭式”和说教式的教学方法仍占主导地位；二是学生参与互动式、体验式学习的

机会少；三是学生自主阅读的党史类书目少。

（六）对创新党史学习教育方式的看法

丰富多彩的党史学习是全党全国上下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媒介。为适应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满

足不同学生多样化的需求，党史学习教育应避免“灌输式教学，力求教学方式多样化”，通过穿插党史

小故事，使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解党史，吸引学生注意力。在调查问卷中设置了“您更喜欢哪种党

史学习方式?”的多选题，选择“实地参观红色教育基地或纪念馆”的学生占80.67%，选择“参加党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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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题”的学生占58.67%，选择“观看红色影视作品及话剧表演”的学生占73.33%，选择“学术讲座”的学

生占38.33%，选择“参加红色征文活动”的学生占36%，选择“演讲比赛”的学生占36.67%。

以上数据表明，推动党史学习教育的方式多种多样，但学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方式还比较单一，对学

生吸引力不够。互动式、体验式、情景式等多样化的党史学习教育课堂更能吸引学生的眼球，如：把

党史学习教育与各类实践体验活动相结合，增强学生的体验感；举办相关知识竞赛，调动学生的积极

性；组织欣赏相关影视作品，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三、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对策探析

为激发大学生对党史学习教育的兴趣，提升高校党史学习教育实效性，发挥党史学习教育在高校思政

育人中的重要作用，通过调研以上六个方面的问题，结合问卷结果，得出加强和改进党史学习教育的

对策为：系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创新党史学习教育方式、构建“互联网＋”党史学习教育平台、端正

学生党史学习动机等，以提升高校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的实效性。

（一）系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系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指在综合考虑学生专业学习生活、业余活动的基础上，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

和发展需求安排内容合理、具有重大教育意义的党史学习教育，引领学生把党史与当今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联合起来加以思考，这就要求学校、教师、学生三位一体，形成强大合力。

1. 学校科学规划。在落实党史学习教育的过程中，学校发挥着统揽全局的作用。各高校应坚持以党史

学习教育为主线，显特色，创品牌，开展不同类型的党史学习教育。一是发挥课堂主渠道的作用。开

设“中共党史”教育课程，学生通过党史课程的学习，加强对中国共产党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的认识，深刻体会到红色政权的来之不易，新中国的来之不易，

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好，由衷认同。二是开拓深化党史学习教育第二课堂。如

，马克思主义学院除设置专门的党史课程外，还可以通过创办品读会、经典文献研读班以及组织每月

政治理论学习等活动引导学生学习党史；音乐学院开设音乐党课，将党史学习与专业特色相结合，引

导学生从革命赞歌中学党史。外国语学院将党史学习与其语言特色相结合，举办党史翻译大赛、党史

英文演讲比赛，形成1+1>2的党史学习教育效果。三是营造党史学习教育环境。加强校史馆、纪念馆

、博物馆、图书馆等党史学习区域的建设，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党史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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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围。通过各种载体进行主题宣传教育，如布置党史文化长廊、橱窗展板，制作横幅标语，以伟人命

名的道路等，将党史学习融入校园环境的每一处细节。

2. 教师主导落实。在落实党史学习教育的过程中，思政课教师发挥着主渠道的作用。因此，教师要推

动党史学习教育以喜闻乐见的方式穿插进课堂，要考虑学生是否参与到活动中来，学生的体验感是否

得到了满足，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要创新教学方式，充分运用案例教学法、情境教学法、活动参与法

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一是精心设置党史学习教育内容。不同的学生对党史学习教育内容模块的关

注度和喜爱度不同，教师应根据学生的特点，设置多个党史学习教育模块，充分了解学生的个性化需

求和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二是党史课要将回顾革命、建设、改革历史与大学生的实际生活紧密联系，

增加与学生的互动环节，充分运用沉浸式、交流式、互动式学习，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入脑

入心。三是引导学生在学党史知识时积累丰富的经验，以更好地指导实践。如学生通过学习党史英雄

模范人物的崇高品质，锻炼意志品质。

3. 学生践行感悟。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学生要充分发挥主体作用。一是课前主动学。学习党史事件或

参与党史教育实践活动前大量查阅和收集相关资料，了解相关党史知识背景，避免无目的的学习和走

马观花式的游玩参观。二是课上认真听。在课堂上学党史事件，要注重学习事件发生的时间线、事件

的串联及事件发生的背景，理清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主线和发展脉络，做到融会贯通，对不同历史时期

发生的重大事件、提出的理论观点，分门别类系统性地学习。三是课后主动讲。如积极加入大学生党

史宣讲团，走进班级、下到宿舍，深入同学中开展党史宣讲活动；创建党史学习小站，打造一个畅所

欲言讲党史的交流平台，积极交流与分享学习感悟，实现党史学习教育输入与输出相结合。

（二）创新党史学习教育方式

在传统课堂教学中，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在课堂上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教学方法无法适应快速发展的

互联网时代，也无法满足学生的认知和心理需求。因此，新时代加强党史学习教育要注重方式创新，

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引导学生学习党史。

1. 开展实践体验活动。目前，高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重理论轻实践”，

只学不做，违背了党史学习教育的初衷。对此，应将党史学习与现实环境联系起来，充分利用当地红

色资源，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实践教学。以湖北地区为例，学校可以组织学生参观本地的武汉革命博物

馆、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纪念园、红安县七里坪革命旧址、湘鄂西革命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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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旧址·瞿家湾老街、襄阳烈士陵园等红色教育基地，引导学生到现场更好地体悟革命先辈们的崇高精

神，如，给学生讲解完徐海东、贺炳炎、韩先楚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故事后，组织学生到纪念馆进行党

史实践教育。

2. 开展知识竞赛活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相关知识竞赛，是提升党史学习教育实效性的重要手段，对

大学生有着积极意义。有学生表示，参加党史知识竞赛和演讲比赛等活动，会促进自己主动去阅读一

些与党史相关的书籍，丰富自己的知识体系。因此，学校可以适当组织一些相关竞赛，并设置精神及

物质奖项，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提升学生对党史知识的熟练度和准确把握度，进一步增强学生对党

史知识的领悟能力。

3. 观赏相关影视作品。在“您最喜欢哪种党史学习教育方式？”一问题中，78.26%的学生选择观看红色

影视作品及话剧表演。为此，高校可以借助新媒体等电子平台播放学生喜闻乐见的影视作品，如《觉

醒年代》《我和我的祖国》《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的100年》《敢教日月换新天（1921-2021）》等

。影视作品相比于书本文字，更具有画面感，通过观看这些喜闻乐见的影视作品，既可以使学生融入

当时的时代背景，还可以培养学生学习党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学习兴趣[8]。但值得注意的是，

影视作品鱼龙混杂，学校要加强监督和引导，关注影视作品的内容导向是否正确，能否真正取得正向

的党史学习教育效果。

4. 开展“地区特色＋党史学习教育”工作。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历史进程贯穿全国，各地都记录和承载着

中国共产党艰辛的奋斗历程，是党史学习教育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以湖北地区为例，这里

拥有丰富的党史学习教育资源，高校要将之充分利用。一是挖掘利用本土党史学习素材。2021年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一部以省域革命史为题材的微纪录片《回望初心——100个湖北党史

故事》在“学习强国”湖北平台、长江云《理想照耀中国》、今日头条等众多网络平台开设专栏，讲述

湖北革命斗争的奋进历程，展示了湖北的重大贡献。教师要引导学生以班会、党课团课等方式观看党

史纪录片，学习湖北地区党史知识，传播好湖北党史知识，让沉睡的历史立起来、活起来。二是举办

湖北革命文物图片展览。学生以观展的方式通览湖北革命历史、记住感人英雄故事、感知伟大革命精

神、赓续党的红色基因。

（三）构建“互联网+”党史学习教育平台

在网络快速发展的时代，互联网已成为大学生获取学习资源的重要渠道。新时代加强大学生党史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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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必须充分利用好互联网这一平台，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新媒体的独特作用。

1. 合理运用网络学习平台。网络学习平台是大学生接触党史的重要渠道，高校党史学习教育应充分发

挥其作用。譬如手机应用“学习强国”App，设有专门的党史学习专栏，提供了丰富的党史学习资源，

其趣味答题、分享与打卡等功能可以激起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学党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慕课App

蕴含丰富的优质党史视频课，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梳理与分析，能为学生系统学习党史提供帮助

。此外，人民网、共产党员网等都开设了党史学习教育频道。新时代贯彻落实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

效化，应引导学生合理地运用好网络学习平台学党史，实现传统党史课堂与网络课堂相互连接，促进

两者优势互补，优化党史学习效果，开创一条新型党史学习教育道路。

2. 加快完善学校现有的党史学习教育平台功能。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学生学党史的渠道不断增多

，但高校自建的学习平台往往更能吸引学生的关注。一是高校可以通过微信、微博、快手、抖音等平

台，加快构建独具特色的党史学习教育专栏。如在平台设置党史音乐专区，以歌声传递党史知识；开

通阅读红色书信功能，学生通过阅读红色书信了解党史故事，重温鲜活历史。二是通过微信、QQ等

交流平台创建党史学习群，坚持每周一主题，每日一党课，一人讲、大家谈，用“小专题”讲述“大道理

”，发挥“小课堂”的“大作用”。三是为检测学习效果，制作线上党史答题小程序，学生可通过答题获得

相应学分，进一步增强党史学习教育的趣味性。

3. 实现线上党史课程自主开发。课程是学校的产品，课程开发就是学校产品的开发。高校可以利用网

络平台自主开发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党史课程，整合党史学习教育资源，实现资源共享和互动交流

。一是找准“时”。结合重要纪念日节点和时政热点等创造性地开发系列课程,如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

周年之际，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省档案馆和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了《回望初心——100个湖北

党史故事》深受好评。二是要把握“度”。高质量的党史课程需要教师精心安排和设计教学内容，讲清

楚党史相关的内在逻辑、空间维度和历史经度，讲清楚历史与现实、未来的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对话

。三是力求“效”。课程开发要注重考查学生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

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认知程度，考查青年学生对学史明理、学史增信的政治认同。

（四）引导学生端正党史学习态度

在高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贯彻落实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机制的重要举措。只有引导学生端

正学习态度，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才能充分发挥党史以史鉴今、资政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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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作用。

1. 引导学生坚持学史明理。明理是增信、崇德、力行的前提[9] 6。新时代加强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要

以党的百年辉煌历程为切入点，了解中国共产党探梦、追梦、寻梦的历程。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要引导

学生做到“三个深刻”，一是要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结底

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的道理。二是要深刻领悟坚持党的领导的历史必然性，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三是

要深刻领悟走中国道路的正确性，坚定不移将结合中国具体国情的中国道路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唯一正确道路。

2. 引导学生坚持学史增信。信仰、信念、信心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要引导学生学

史增信，就是要增强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信心。一是要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

。二是要明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这一被实践所证明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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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被任何风险所阻，不被任何风险所惑，勇担民族复兴重任。

3. 引导学生坚持学史崇德。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引导学生学史崇德就是要坚持传承红色基因、红色文化

，弘扬一代代优秀共产党员对党忠诚的大德、严于律己的品德、为民造福的功德，形成崇高的道德品

质。一是崇初心使命之德。通过党史学习教育，更深刻地理解党的初心和使命，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从而更加坚定自己的初心使命。二是崇为民服务之德。大学生要形成从思想上为民服务的意识，

发自内心地忠诚为民。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投身于为民服务的实践中，积极参与支教、助力乡村振兴、

社区志愿者等实践活动。三是崇奉献奋斗之德。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科研前线到志愿后台，各

行各业的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新时代中国青年应坚持发扬斗争精神

，坚定斗争意志，勇于面对各种形式的斗争，在斗争中实现新的突破，夺取新时代伟大斗争的胜利。

4. 引导学生坚持学史力行。习近平在西藏考察时强调，“学史力行”是党史学习教育的落脚点，要坚持

将学史明德、学史增信、学史崇德的成果外化为实际行动”[10]。大学生学习党史不应该仅将目光放在

对理论知识的学习上，参加志愿者服务活动、公益活动、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等都是党史学习教育的

重要组成部分。湖北地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祥地之一，是党领导开展武装斗争的策源地、推

动中国革命发展的重要转折地和战略基地等等。在湖北地区开展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可以通过学生

讲党史，党史故事进社区等方式，讲好湖北地区的党史故事，坚持做实事、做好事，磨炼坚强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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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党和国家贡献青春力量。

综上所述，认真学习百年党史，既是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时代新人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立德树人

总体目标实现的重要途径。各高校在落实党史学习教育时要真正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

局，真正做到让党史内容“活”起来，让学习兴趣“高”起来，切实做到让党史资源成为大学生成长成才

的宝贵财富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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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Measures for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

Based o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Six Universities in Hubei Province

LIU Xiaoyan, LI Juan

 

Abstrac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er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educating people for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and are the main position of party history learning and education. Party

history learning educ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strengthen their ideals

and beliefs, draw practical strength, and enhanc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ccurately grasp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 party history learning and education is the premise and

foundation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effectively carry out party history learning and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By using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ollege students of six universities in Hubei Province. It is found that the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are generally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study and education of party 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party history knowledge is better,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students. The motivation of

learning party history is not correct, the awareness of party history learning is not strong, the basic

knowledge of party history is weak, the understanding of local party history is scarce,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 is not significant, and the school party history learning education method is

single. Therefore, we should systematically carry out party history learning education, innovate

party history learning education methods, build an ' Internet + ' party history learning education

platform, and guide students to correct their party history learning attitude, so as to strengthen

the party history learning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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