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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是德育中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

党史史料作为红色精神承托载体，是“信念坚定、

矢志不渝的革命信仰，坚忍不拔、求真务实的精神

风貌，公而忘私、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1] 等优良

革命传统的具象表达。其内涵与培养社会主义时代

新人的要求高度契合，融史入学、资教育人是彰显

红色精神价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目标的重要路径。

统编教材中，党史史料多插排于补白板块，受

限于时间跨度、课时容量等因素，史料教学容易变

味，养成 “以史证论”的教学逻辑。这既不能有效

生成清晰的党史认知，所得情感共鸣也短暂浅显、

易消散，家国情怀自然难以有效涵育。

基于此，本文结合“返本开新”路径实践，以

新视野新路径探讨党史史料在教学中的综合运用，

返还其渗透家国情怀的根本价值，涵育学生“对国

家富强、人民幸福以及对国家高度认同感、归属感、

责任感和使命感”[2] 的人文追求。

一、转换：原始史料的多元视角
原始史料因“未经中间人手”更能反映历史事

件的原生状态。增加党史原始史料引用是创设情境，

“触摸”真实过去的必要途径。譬如，如何让学生

切实感受抗日战争历程中的革命精神，需要转换党

史原始史料研究视角加以呈现。

（一）“大人物”视角
材料 差不多一百年以来，中国是好几个帝国

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今天不

同了，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

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

地状态。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3]

材料 现在为求得与国民党精诚团结，巩固全

国的和平统一，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准

备把……苏区取消、红军改编等，立即实行，以便

用统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

——周恩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4]

结合历史背景，分析两位领导人的不同态度，

可以体会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变化。材料一是长征途

中的毛泽东提出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其对国内

情势的分析和号召以最直观的样貌展现出来。材料

二是从党史档案中窥见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不卑不亢的态度，蕴含着以人民为中心，重

建国共合作的恳切愿景。

（二）“小人物”视角
新世纪以来，学界围绕党史叙事范式的讨论对

一线教学产生影响。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教学视

角不只以“党”或“战争”为主线，应向经济、文化、

社会史领域延伸，加强对具体个例的研究。

材料 那时候我年龄还小，我就跟着打日军。

双方经常交火，所以伤亡也很多。在战场上，随时

可能牺牲。那时候我经常想，家里还有父母，要是

自己死了，父母怎么办？但是战争一打响，这些顾

虑都消失了，只知道要尽量消灭敌人，没办法，只

有狠命地打。 
—— 《湖南抗战老兵口述录》[5]

学生在课堂上代入自身，共情小战士对战争的

恐惧与迷茫。钦佩无数抗日战士的英勇无畏和无私

奉献，表达如果自己“穿越”回战场，亦会抛洒热血，

保卫家国的感悟。中国近现代史保留诸多社会团体、

市井百姓的史料，小人物的故事组成并折射大历史。

引入教学可进一步理解历史背景下，亲历者的所思

所想、所作所为，“探微知著”在教学中还原斑驳

德育视域下党史史料的渗透运用

◎ 王 茹  尚清华  常州市第五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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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杂的社会生态。

 二、兼容：史料来源的多途取用
（一）敢用“消极史料”
“消极史料”一说是源于梁启超《中国历史研

究法》中史料价值的论述，定义为“某时代有某种

现象，其记载谓之‘积极史料’；而某时代无某种

现象，其记载谓之‘消极史料’”。[6] 教学中应兼

顾历史大势的普遍规律和未成普遍的个别情况。以

此引导学生以全面、动态、发展的视角看待历史。

材料 我的同志们多数是些初出茅庐的书生，

脑海中总有些乌托邦和无政府观点。他们瞧不起现

实政治，甚至认为不够清洁或者充满罪恶，也不喜

欢纪律、训练、严密组织、思想行动一致这类的东西。

 ——张国焘《我的回忆》[7]

材料 我们党初组织的时候，在我们党员中不

少的常常表现出很幼稚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行

动，那时我们很少懂得党的纪律，一切偏重于感

情。我记得邓中夏和几位同志在工作上发生不同的

意见，因此就引起对邓中夏同志个人的不满，他很

生气、消极，并且要求退党。他说：“我不对，

dismiss me.”。蔡和森同志那时在北京，我们一同

邀请邓中夏同志到守常（即李大钊同志）家和解。

这样的和解，我记得在守常同志家对好几个同志举

行了好几次。

—— 《朱务善的回忆》[8]

两则史料都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党内

组织纪律、同志关系并不严密，“个性”与“党性”

仍在磨合，部分同志对党的认识停留在理想和感性

层面。这种青年党员不成熟、不完美的形象容易激

起学生共鸣，可以更深理解中共一大时期党的纲领

提出背景。教学中延伸对比，在党内生活中，这些

情况鲜再发生，可印证中共由知识精英向政党精英，

由幼稚走向成熟的成长轨迹。

知史爱党，知史爱国。我们可以想见百年峥嵘

岁月起始，山河飘摇，内忧外患，一群还未完全褪

去稚气的热血青年，力抗救亡图存责任担当，以理

想为先驱投身为国为民斗争的历史洪流。这一过程

会有试错，会有迷茫，但一切从未压垮他们，反而

在长期奋斗中锤炼出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和政治品

格。任由历史斗转星移，红色精神赓续相传。

（二）活用国际史料
伴随着中国强大，党史研究逐渐受到国际关注，

大量通史或专题史著作极大丰富着教学资源。其中，

多数研究已有中译本，国内学者也有相应的解读与

评析，作为一线教师，应该主动扩展研究视野，灵

活引用国外相关研究，为课堂“扩面增容”。

材料

问卷问题 主要选项 占比

中国和平的
获得应该通
过？

现行政府彻底消灭共产主义者 18%

组建一个联合政府包括国民
党、中共、民盟、所有小党以
及无党派人士

51.1%

建立联邦制 17.9%

分割成独立的地区 2.2%

共产党人掌管国家管理权力 2.7%

联合国仲裁 2.7%

当前国民党
能否推行民
主政治？

是 18.9%

否 49%

未决定 30.4%

此表是 1948 年对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进行问

卷调查的数据统计 [9]，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高阶

知识分子对时局的态度。结合时代背景，可推论部

分知识分子对和平建国的渴望以及对国民党政府民

主性的担忧和怀疑。还可研究中国共产党政策制定

的社会环境或党的社会影响度，作为教学素材开发

空间巨大。

国际史料的运用，能使学生意识到党史不只是

中国关心的课题，国家历史的学习和研究不应“闭

门造车”而应“广开门路”，对中共党史全面了解，

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规律性认识，认清

社会发展的大逻辑与大趋势。

（三）善用“对立面史料”
党史教学的史料不仅有中国共产党自身在历史

活动中留下的材料，也应关注中国近代史发展中，

不同领域、属性、行业人群遗留的历史信息。“对

立面”是借代政治学中，社会生活中立场或观点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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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立的主体。历史教学中把握正确史观的基础上，

有甄别地善用“对立面”史料，也可成为党史发展

的相关例证。

材料 （1940 年）国民党游击队的投降倾向

显著，已至日趋没落之地步。与之相反，共产党八

路军所取得的地盘，则占有保定道的全部、河北省

80% 的地区。

——《华北治安战》[10]

材料 （1947 年 9 月）蒋介石：“中共斗争的

方法和技术，也有长足的进步。反观我们自己，无

论组织、训练、宣传或调查，则不但没有进步，反

而有了退步……如果单研究他们这二十年来技术进

步的情形，那真是可怕极了。”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11]

两则“对立面史料”代表着日本、国民党对中

共的认知，可用于分析国共双方采取政策对时局造

成不同的影响，多维还原历史复杂情境，让学生明

白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奋争历史中的地

位和作用绝不是“胜利者的主观书写”，而是毫不

夸张、实事求是的客观记述。

三、余论：德育原则的返还本真 
史料的正确研判和应用，关系到德育目标能否

有效实现。对于路径的“开新”，也要基于现实的

考量，既要秉持德育原则，又要运用科学方法。一

是要正确处理教材史料与补充史料的关系。课堂中

的史料引用不是一味做“加法”，而是明确教材史

料内涵的教学价值与意义基础上，融通课堂内外史

料，尤其与重点问题相配合。创新教学方式，充分

发挥教材作用，帮助学生树立从书出发，以本为本

的正确观念。

二是援引课外史料时，不能“为新而新”，不

加甄别地拿来即用，而应坚持科学历史观与正确价

值观审慎筛选，广泛爬梳整理，关注史料立场，避

免陷入历史虚无主义。

度之往事，验之来事。高中历史课堂是发挥史

料立德树人价值涵育的主阵地与主渠道。一切党史

史料教学实践的尝试都应以学情为基，不断创新

教学理念与手段，讲好党的故事，讲透背后道理。

在最大发挥史料价值中，推动学生“深入了解党

团结带领人民为中华民族作出的伟大贡献和根本

成就，认清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把苦难辉

煌的过去、日新月异的现在、光明宏大的未来贯通

起来”，[12] 将历史知识转化为深厚家国情怀、自觉

报国之行与坚定强国之志，落实立德树人与培根铸

魂的德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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