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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丰富、高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其主要内容有：坚定理想信念，

宣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动员工农群众，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整风运动，主动加强党的自身

建设；重视革命青年，积极发挥青年先锋作用。该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主题突出、内容聚焦、形

式鲜活，为巩固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实效性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启示：坚定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持续推

进党的自身建设以弘扬自我革命精神；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重视发挥青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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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时期是指中共中央于１９３５年１０月至

１９４８年３月在延安革命奋斗的１３年，该段历

史是影响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的重要时

期，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

地位［１］。其间，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懈奋斗，

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为解放战争的最终

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奠定了坚实基

础。取得革命胜利不仅需要党的坚强领导、科

学的战略决策和战士们的流血牺牲，同时也离

不开我们党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尽管延

安时期还没有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但

我们党通过形势政策宣传、理论教育和实践活

动等形式开展了丰富、高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活

动，在动员群众参战、团结革命队伍和培养革命

干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取得革命胜利

奠定 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本文拟从不同角度

梳理延安时期我们党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内容，归纳其历史特点，总结其经验启示，为巩

固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加强党的

自身建设和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效性

提供借鉴与参考。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思想

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概念，是中国共产党创造

的专门概念。思想政治教育包括思想教育、政

治教育和道德教育，担负着党的思想建设与群

众性思想教育的职责。”［２］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活动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特别是延安时期，我

们党通过政策宣传、领导人的讲话报告、党内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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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理论教育和社会实践等开展了形式多样的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形成了大量理论成果，积累

了宝贵经验，值得研究和借鉴。

１．坚定理想信念，宣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３］１中国共产党

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坚守着初心和使命。在

战火纷飞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坚定

革命必胜的理想信念。面对日军占领上海、广

州、武汉等大城市后的严峻形势，毛泽东经过分

析判断，得出了抗日战争必将是一场持久战，胜

利一定属于中国的结论。当共产党人面对国民

党军队的封锁和日军进攻的时候，同样是坚定

的理想信念激励着人们继续奋斗，直到取得胜

利。１９４５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总结

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时指出：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

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

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

了。”［４］１０３６正是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和愿景

激励着每一位革命者不断前进。１９４６年８月，

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的谈话》中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

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

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

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

民。”［５］我们党通过多种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

活动，将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传

递给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使其坚定了崇高的革

命理想信念，营造了乐观的革命氛围。这些做法

不仅是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宝贵经验，也成为该

时期我们党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

２．动员工农群众，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拉开了中华民族

１４年 抗日战争的序幕。面对日军侵略，国民党

一面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消极态度，一面积

极“围剿”工农红军。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

失利，红军进行战略转移，虽然胜利到达陕北，

但损失较重，这为进一步抗击日军带来了挑战。

１９３５年，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便通过宣传教育

等途径动员人民群众参军参战，扩大了红军力

量，壮大了抗日队伍。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２５日，毛泽

东在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指

出：“当前的任务是：进行军事、政治教育；争取

群众，扩大红军；改善生活，充实被服。”［６］同年

１２月，为团结抗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

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方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

略》中阐明了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

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反对关门主义错误思想。

然而，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维护、巩

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十分艰巨。毛泽东

等不断通过讲话、演说等形式促进团结抗日，凝

聚抗战力量，直到革命取得胜利。针对全国性

抗战以来产生的“亡国论”和“速胜论”观点，

１９３８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通过对战争性

质、中日两国实力和国情等因素的分析，得出抗

日战争是中日两国殊死的持久战的结论，并将

战争分为防御、相持和反攻三个阶段，鼓舞了士

气，营造了积极的抗战环境。此外，面对抗战过

程中出现的投降危险与汪精卫和国民党顽固派

的投敌反共行为，毛泽东在《团结一切抗日力

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中指出：“我们今天开会

还要向全国人民表明一种态度，这就是为了抗

日，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进步是必要的。有些人

单单强调了抗日，但不愿意强调团结和进步，甚

至完全不提团结和进步，这是不对的。”［７］７１７在

面对国民党制造的三次反共高潮和对八路军、

新四军进行军事进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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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撰写社论等形式揭露日本和亲日派的真正

图谋，批判了国民党反共分子投降、反共的倾向

和举动。总之，中国共产党一直极力维护、巩固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通过讲话、报告、指示等

形式开展了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动员大

批工农群众走上抗日前线，抵制了国民党顽固

派的反共投降倾向，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３．领导整风运动，主动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打铁必须自身硬。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

来，就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自己，将其与

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曲折中不断进步、

壮大。抗战期间，我们党不断和各种错误思想

作斗争，勇于检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不断

加强自身建设。首先，针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

等错误思想，１９３７年，毛泽东将马克思列宁主

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撰写了《实践论》和

《矛盾论》，并在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进行

讲演。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无论何人

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

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

决的。”［８］这说明实践之于革命的重要性，即实

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次，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我们党领导开展了全党范围

内的整风运动，毛泽东通过《改造我们的学习》

《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批评了党内

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错误思

想。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指出了当

时一部分人在对现状、国内历史的研究和学习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批

评了主观主义和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思想，并

给出了几点建议。他还在《整顿党的作风》中

全面阐述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危害和具体

表现，要求党员要加强理论学习和研究，并善于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

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使理论与实际真正结合起

来。整风运动期间，我们党还针对文艺工作者

存在的 问题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对文艺工

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即文艺工作者要坚定无产

阶级立场，勇于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罪行，

深入群众，为人民大众服务，为革命服务。再

次，为了提高青年干部和知识分子群体的马克

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１９３８年，我们党创办了

延安马列学院，其大多数学员都成为了各领域

的骨干。李先念曾说：“延安马列学院是很值

得纪念的。它是我们党创建的第一所攻读马列

主义理论的比较正规的学校，对提高党的理论

水平做出了很大贡献。”［９］

此外，延安时期我们党还尝试通过劳动实

践开展思想政治教育。１９３９年，刘少奇在《论

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指出：“我们共产党员的修

养，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必需有的修养。我们

的修养不能脱离革命的实践，不能脱离广大劳

动群众的、特别是无产阶级群众的实际革命运

动。”［１０］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初，面临国民党的经济

封锁，陕甘宁边区出现了严重的财政经济危机，

在这一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人选择“自己动

手，丰衣足食”，通过大生产运动，人民群众的

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财政经济危机得到缓

解。此外，在大生产运动中，还涌现出了大批劳

动模范，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人民群众的生

产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大生产运动取得了显

著成效。总之，延安时期我们党开展了不同形

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党的思想建设、理论

建设和营造高涨的革命氛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４．重视革命青年，积极发挥青年先锋作用

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青年发挥了重要作

用。全国性抗战爆发后，大批知识青年不畏艰

难险阻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相关资料显示，

“仅１９３８年５月至８月统计，经西安办事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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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送往延安的革命青年就达２２８８名”［１１］。他

们通过学习、实践，在各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

用。延安时期，我们党同样重视青年的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并通过一系列政策引导青年参军

参战。１９３６年，《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提

出了根本改造青年团的决定，并要求引导青年

工人、学生、农民等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

来。１９３８年，《中央关于加强战区青年工作的

指示》在提到战区青年工作的中心时指出：“加

强青年文化政治教育，协助党政机关开展国民

教育及文化运动。”［１２］１９３９年，毛泽东在《青年

运动的方向》中指出了当时青年群体中存在的

问题，即没有很好地和人民群众结合起来，并希

望青年学生能够深入到群众中去，动员工农群

众。毛泽东指出：“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

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

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

来。”［７］５６５此外，毛泽东还称赞延安青年的团结

和统一，称他们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通过

以上努力，我们党对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取得了实效，为更好地发挥青年在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中的积极作用奠定了基础。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思想

政治教育的特点

　　任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都具有显著的历史

性特征，深入分析其历史特点有利于加深对思

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理解和研究，为更好地指导

解决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存在的困惑和问题

提供经验启示。

１．主题突出：势必取得中华民族抗日战争

胜利

时代性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要特征，

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具有不同的

时代主题。“抗日”是延安时期最重要的时代

主题，延安也成了抗日战争的总后方，中国共产

党正是在陕北领导人民取得了抗战的最终胜

利。因此，延安时期我们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活

动正是紧紧围绕“抗日”这一主题展开的。我

们党从推动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扩充

红军，建立、巩固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直到延

安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等，都是为“抗日”这

一主题服务的。１４年的抗日战争经历了艰辛、

复杂、曲折的过程，但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开展适

宜、高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为其渡过重重难

关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后，部分国民党人的投降、妥协态度日益明显，

制造了多次军事摩擦，在经济等方面对陕甘宁

边区进行封锁，想尽办法阻挠抗战进程，甚至和

日军私下勾结，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严重损

害了民族利益。面对此情形，中国共产党一直

态度鲜明，坚决抗日，并通过演讲、通电等形式

宣传抗日思想，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的态度。毛泽东在《质问国民党》中指出：“大

好河山，沦于敌手，你们不急，你们不忙，而却急

于进攻边区，忙于打倒共产党，可痛也夫！可耻

也夫！”［４］９０５通过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共产党人

看到了抗日形势的严峻和最终取得抗战胜利的

必然结果，鼓舞了人民，为抗战最终胜利奠定了

坚实基础。除革命战士的流血牺牲和人民筑成

的血肉长城外，抗战取得胜利也离不开文艺工

作者的付出和奉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鲜明地指出了文艺工作存在的问题，对文艺

工作者提出了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革命服务

的要求。１９４４年，毛泽东在《文化工作中的统

一战线》的讲演中指出：“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

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

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

的。”［４］１０１１可见，延安时期的文艺工作既是为革

命服务的，也是为人民服务的。

·９９·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３年１２月　第２４卷第６期

２．内容聚焦：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进程

近代以来，我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不同阶级的有志之士为探索国家出路进

行了各种尝试，却都以失败而告终。直到１９１７

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

中国，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新的行动指南。１９２１

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即中国共产党

正式成立。此后，中国共产党在具体实践中研

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革命实际相结合，探索新的革命道路，在摸索中

不断成熟壮大。特别是延安时期，我们党大力

宣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并通过不同形式对

革命青年、干部等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成

效显著。为了提高干部群众马克思列宁主义理

论水平，１９３８年，我们党还通过延安马列学院

系统地进行理论教育，一些党的主要领导人到

校为学员讲课、演讲、作报告。

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等方面，毛

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多次强调将马克思主义

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１９４１年，毛泽东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指出：“抗日战

争以来，我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研究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研究今天的中国和

世界，是进一步了，研究中国历史也有某些开

始。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４］７９６纵观延

安时期，我们党在各方面不断成熟，并取得抗日

战争的胜利，得益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

导，更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力推进。

３．形式鲜活：积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式

方法

形式鲜活是延安时期我们党开展思想政治

教育活动的又一显著特点。结合特定时代背

景，我们党尝试通过领导人讲话、报告、演讲、理

论教育、生产劳动等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思想政

治教育活动，成效显著。首先，加强马克思列宁

主义理论教育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途

径。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高度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并强

调将其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指出要多研究

中国革命现状、中国历史等问题。其次，理论与

实际相结合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方法。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我们党通过指导开展轰轰烈

烈的大生产运动，缓解了财政经济危机，培养了

人们的意志品质，以及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的

精神，这便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最好例证。再次，

延安时期我们党还善于通过发挥榜样示范作用

来教育引导人们树立艰苦奋斗、服务人民、奉献

社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此外，我们党

还发挥音乐、美术、戏剧等文艺作品的思想政治

教育功能，激发人民团结抗战的热情。总之，延

安时期我们党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思想政治教育

活动，成效显著，为以后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不

同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经验启示。

　　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思想

政治教育的当代启示

　　延安时期我们党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活

动，具有以下重要启示。

１．坚定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

域中的指导地位

近代以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之

前，不同阶级对我国的出路进行了探索，却都以

失败而告终，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科学

的指导思想和坚强的领导核心。随着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传播，我国革命实践有了科学的指导

思想，中国共产党也应运而生。此后，我们党在

革命实践中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尤其是延安

时期，我们党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作为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和重要形式，并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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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认同马克思主义对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

重大意义，积极将其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掀

起了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即领导开展

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成立延安马列学院，切

实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为取得

革命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着

新的国际国内环境。在国际方面，一些西方国

家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进行质疑甚至诋毁，质

疑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取得的一系列成

就，并通过不同形式向我国输入资本主义制度

的意识形态观念，如西方国家所鼓吹的“自由”

“民主”和“个人主义”等思潮。在国内方面，由

于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面临着不小的挑战。青年大学生的互联网使用

率相对较高，他们既有可能成为一些不良信息

的受害者，同时也有可能成为网络负面信息传

播者。这些都不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我们应借鉴延安时

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优良传统，积极营造

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良好氛围，读原著、学原

文、悟原理，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继续坚持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领导，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

导地位。

２．持续推进党的自身建设以弘扬自我革命

精神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

导核心，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思想政

治素质等状况直接关系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影响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中国梦的

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

第１５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清醒认识到，党内

存在的政治不纯、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

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一些已经解决的

问题还可能反弹，新问题不断出现……”［３］５３２因

此，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进程中，

持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至关重要。百余年来，

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的过程就是加强自身建设与推进自我革命的重

要一环，其目的就是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延安时期我们党在党的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

宝贵经验。首先，我们党高度重视用马克思主

义武装全党，即通过创办学校、政策宣传等途径

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研究，切实指导解

决了中国革命面临的实际问题。其次，我们党

通过整风运动使党内思想达到了高度统一，净

化了党内风气，切实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水平，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

想基础。再次，延安时期我们党的领导人发挥

了光辉的榜样示范作用。在延安，毛泽东等用

实际行动发扬了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清正廉洁

等优良作风，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榜样。当

前，在加强党的建设过程中应继续加强党史学

习教育，主动汲取延安时期的经验和做法，继续

营造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良好氛围，弘

扬自我革命精神，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３．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重视发挥

青年的作用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坚力

量，高校是培养青年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阵

地。因此，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至关重

要。延安时期，我们党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尤其

是青年知识分子在革命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延

安时期，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广大青年分别在革

命宣传、大生产运动、文艺工作等领域做了大量

工作，同时也涌现出了大批优秀模范代表，如吴

满有、张思德、冼星海等。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青年

仍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主要力量。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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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积极引导青年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就显得十分重要。教育工作者应坚持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论述，应

充分认识到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地

位。在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工作

者除借鉴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思想政治教

育的具体方法，如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榜样示范

作用等外，还应将延安时期大量的红色故事融

入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在充分发掘党史中思

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同时，需结合新时代青年大

学生的实际特点，大胆创新教育内容的具体呈

现方式，不断提升教育效果，为发挥青年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要作用奠定基础。延

安时期我们党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为巩固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加强党的建

设和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等积累了宝贵

经验。如何将这些经验和做法应用到具体实践

活动中，并取得预期效果，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

又一课题。我们应进一步总结历史经验，并进

行适应性的创新，对症施策，有针对性地将其应

用到当前的实践活动中，不断提升其解决问题

的适应性和有效性，以更有效地解决当前思想

政治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困惑。教育工作者

应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做法的同时，将其与当前

实践领域存在的问题进行再次深度融合，以取

得良好的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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