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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理工大学：突出“领、悟、特、实” 让党史学习教育“热”起来

认真研读党史，感悟思想伟力；用好红色资源，打造红色阵地；创新学习方式，激发学
习热情。当前，东华理工大学突出“领”“悟”“特”“实”，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全体党
员和广大师生学习教育热潮正在逐步兴起。

学校开展专题学习，各级党组织在党员、干部自学基础上，通过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举办读书班等，分专题开展学习研讨。党支部利用“三会一课”和主题党日等形式，结合实
际开展主题突出、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学习，促进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得。学校
党委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和工作专班，及时为全校师生购买党史书籍，为党员师生读原著、
学原文、悟原理做好保障。深化宣讲阐释，邀请省委宣讲团成员到校开展专题宣讲，组建学
校党史宣讲队伍，结合“永远跟党走”群众性主题教育、“一线课堂”等，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进课堂、进宿舍、进头脑。突出青年特征、贴近青年需求，开展“学党史跟党走，青春绽放
新时代”学生诗歌创作大赛、“回顾百年党史、传承红色基因”招贴画创作征集、“红色江西
欢迎您”微视频创作征集等活动，发动师生立足专业特色，挖掘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
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核军工故事，展示党员、干部学习教育成果。

发挥资源优势，用好江西红色资源，实施沉浸式学习，开展“红色走读”“红色班级”“红
色作业”“红色创演”等活动，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参观革命遗址旧址、革命展览馆、纪念馆，
“云游”红色展馆，改编红色剧目、创作红色作品等，在知行合一中感受艰辛历程、巨大变
化、辉煌成就。注重发挥线上学习优势，用好江西本土红色故事、原创红色歌曲、红色诗词、
红色家书等资源，结合“赣鄱学子心向党”主题活动，广泛开展诵读红色家书、传唱红色歌
曲、观看红色电影、红色经典进校园、讲述党史故事等红色育人主题活动，引导广大师生知
史爱党、知史爱国，大力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深化“四
史”教育，全面深化以党史为重点的“四史”学习教育，马克思主义学院召开党史融入《中
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研讨会，加强“四史”学习教育精品课程、公开课建设，各单位结
合新时代育人要求和课程建设需要，创作了一批反映时代精神、体现江西特色和学校特色的
党史和核工业发展史题材的原创作品，展示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和伟大功绩。

为培育学生的大格局、大视野、大情怀、大担当，不断推进“三全育人”工作，学校多
部门联动创新推出“X+劳动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大课，组织学生开展了以“魅力江西我传承”
为主题的“社会公益+劳动教育”和以“核军工文化你我他”为主题的“校园文化+劳动教育”



2

专项活动。该活动充分结合核军工特色校园文化和专业特色，并有效融入社会公益、红色文
化、课程思政、专业实践等元素，全面推动党史教育与劳动教育深度融合，从而以劳树德、
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以劳创新，形成“劳动情、劳动观、劳动悟”三位一体的
独特育人成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据悉，该校将充分发挥学生作为育人主体的作用，继续
展现“X+劳动教育”新格局，持续探索将党史教育融入立德树人全过程，以师生喜闻乐见的
方式和载体让党史教育“活起来”。

学校高度重视“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举办“我为学生办实事‘金点子’”大赛，
制作发放“我为群众办实事”任务清单，梳理出师生“急难愁盼”的事项 13 件从速从实予
以解决，以办实事践学检学，切实增强师生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党委党校加强党校
“三库”建设，实施集体备课，建立党课推送机制，为基层党组织提供高质量党课；校医院
获批南昌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解决了校内 500 多名师生就医难的问题；学团部门面向全校
师生开放心理体验功能室，经管学院等二级单位开展“四个一”活动等，为心理健康保驾护
航，提供了心理咨询 80 人次。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师范学院、化学生物与材料科学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等结合专业特色，赴中小学爱心支教，开展了“回顾建
筑变迁史 续写光辉中国路”科普志愿服务、“大手牵小手，教育帮扶进社区”志愿服务，以
及义务维修电脑和家电等活动。

下一步，该校将开展“对话红色 沉浸党史”行走课堂建设，通过运用好“沉浸历史情境、
沉浸人物故事、沉浸精神情怀、沉浸事业发展”方式，创新党史学习教育形式，促进党史学
习教育成果融入课程、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形成长效机制、促进事业发展，真正将党史学习
教育打造成学生喜欢、人人参与的热门课。

马克思主义学院课程组开展第五次集体备课会

4 月 13 日下午，马克思主义学院《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
组举行第五次集体备课会，专题研讨党史教育融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课堂
教学。

本次集体备课会主讲人周红艳博士结合党史教育讲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围绕党
史教育引导学生认识新时代的内涵和意义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建议教师在讲课时要围
绕新中国、新时期、新时代去解答历史方位的定位、主体维度的变化、美好生活的涵义，结
合党史讲述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程。

课程组教师对周红艳博士的讲解进行了评议，并在以下问题上形成了一致看法：一是要
始终围绕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去讲解；二是要结合党史讲清楚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历史逻辑，
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解决不同时期的主要矛盾；三是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
动的角度去讲解。

学院汪晓莺在指导时强调，党史教育融入本章教学要有历史维度。要从社会发展的历程
上去讲解，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去讲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去讲述新时代。正是因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
变革引起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这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依据，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根本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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