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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族儿女在这片土地上共同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

神 文 明 。 在 党 史 知 识 教 育 中 ， 西 部 高 校 应 加 大 对 地 方

史、地方红色文化等地方资源的使用。新疆大学因立足

新疆实际，在本硕博全覆盖开设“5+1+N”思想政治理论

课程，即在5门必修课的基础上，开设“新疆地方史”以

及“全面依法治国战略”“新疆各族人民保卫边疆斗争

史”等多门选修课程，形成“本色+特色”的思想政治理

论课课程体系。地方资源不仅可以削减学生和党史之间

的距离感，还可以提升大学生对党史的兴趣度。同时，

高校需要深化主题实践教育，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

堂相结合，在工厂社区、红色遗址等地推进实践教学，

将理论与实践结合更加紧密，跳出空洞说教的误圈，进

一步提升育人成效。

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

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就

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4]西部大学生作为祖国的希望

和未来，承担着民族复兴的光荣使命。党史知识激发大

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让大

学生更好地承担起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责任。当下西部大

学生党史知识学习过程中，需要社会、学校、家庭等多

方面协同参与。西部高校需要丰富教学方式、融合地方

资源，在课堂上充分讲好讲活党史故事，让西部大学生

将党史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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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是集东方智慧之大成，是本民族的立身之本，是面向

未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作为中华儿女，我们应当守护好

民族的文化与精神命脉，拒绝本末倒置、鱼目混珠，助力

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助力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让中

华文明的记忆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普及推广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治理创新的探索和尝

试，从长远观点来看，普及推广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大的

趋势，也是增强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普及推

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党员干部

带头，人民群众跟进，坚持全面行动，重建风清气正、民

风淳朴、干群和谐的社会生态环境，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

安全感、获得感和满意度，加快和美幸福社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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