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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科大学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

宣传机制探索
（调研报告）

一、研究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

视学习党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发表讲话，

深刻阐述如何科学对待党的历史的问题。2021年党史学习教

育开展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认真总结这次党史学

习教育的成功经验，建立常态化长效化制度机制，不断巩固

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2022年 3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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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指出，在全党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百年党

史新起点、着眼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

策。《意见》明确要求“把党史宣传融入重大主题宣传，持

续推出导向正确、质量过硬、形式鲜活的党史题材作品，创

新创作吸引力感染力强的融媒体产品。”

2024年 2月，为了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推

动全党全社会学好党史、用好党史，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

和力量，中共中央印发了《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条

例》将“把党史学习教育融入重大主题宣传，与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宣传教育结

合起来，加强舆论引导，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作为

党史学习教育的主要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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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设置是政治学和大众传播学的经典理论，议程设置

理论认为大众传媒影响着受众对事件轻重缓急的判断和看

法，受众会因媒介提供的议程而改变对事物重要性的认识对

媒介认为重要的事件首先采取行动。学校党委宣传部服务学

校中心工作，记录时代、报道事实、联系社会、服务师生，

扎实做好宣传思想工作，为学校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强

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在宣传思想工作中应当坚持正确

的舆论导向、在优化内容中强化新闻传播能力、在宣传中提

升议程设置能力、在健全机制中强化质量管理能力、在主动

融合中持续发挥融媒优势，促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

发展。

做好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性宣传机制研究是坚持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的重要

体现。学校党委宣传部作为学校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的牵

头部门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的重要部门，必须引导广大党员

师生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领

会，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的经验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二、研究方法

（一）文献研究法

课题组认真研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

述和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政策文件，归纳总结“议程设

置”理论用于高校新闻宣传、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经验，为

课题的顺利开展提供参考借鉴。

通过对近年来党史学习教育的文献进行统计，经知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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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为主题的搜索，共有 350个

相关研究。在 2022年—2023年为相关课题研究的主要时间

段；根据对所发论文的学科统计，除了党史领域的研究，高

等教育学科位列第二。在主题关键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为

长效化、常态化。

经统计发现，高校的党史学习教育相关研究主要包括：

党史学习教育与思政课程如何有效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如何

与本校的红色资源有机联动；高校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

化的机制研究；新媒体时代党史学习如何与网络育人相联系

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与走好新时代的群众路线等

议题。

目前针对高校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理论研究

主要着眼于制度机制建立、理论学习阶段，常态化长效化机

制的建立等顶层设计阶段，上海商学院党委宣传部李坦楼老

师认为，推动高校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要“从党史学

习教育学习机制、思政课作用发挥机制、红色传统文化育人

机制、学习成果转化运用机制等方面构建推动高校党史学习

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工作体系，不断将高校党史学习教育推

向纵深。”天津理工大学梁晶晶等人从党建育人、思政育人、

实践育人三方面提出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方法和路径，推

动党史学习教育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拓展，为高校实

现学生党员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提供建议与思路。南京大学

哲学系许默涵从制度设计、保护开发、宣传普及、队伍建设

四个方面思考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建立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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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容分析法

作为一种对传播内容定量描述的研究方法，将非定量的

文献材料转化为定量的数据，并依据文献内容进行定量分析。

样本选择：以“党史”“党史学习教育”在学校新闻网

后台进行检索。时间限定在 2021年 3—2024年 6月，经反

复筛选，过滤与研究主题无关的无效文本。共统计研究样本

427条。对于传播方式、传播内容、效果等维度进行考量。

（三）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法

通过对师生党员的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探寻党史学习

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宣传中的议程设置效果。本调查通过

人际传播、校内微信群转发的方式共回收有效样本 276个。

问卷内容：

您的性别：男 女

您的年龄段：

您的身份：教师、学生

4.您学习党史的频率：A.持续关注，不定期主动自学；B.

经常学习，服从组织安排；C.偶尔学习，兴趣不大。

5.自 2021年 12月党史学习教育集中学习结束后，您所

在的党组织是否持续开展有关党史的集中学习：

经常性、持续开展；B.偶尔开展；C.几乎不开展

您获取党史知识的主要途径是什么？

A.阅读相关书籍；B.校内学习、宣讲、党课；C.新媒体

推文；D.视频、纪录片；E.思政课；F.各类培训；G.新闻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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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关注党史学习的相关新闻：A.经常关注；B.偶尔

关注；C.很少关注；D.不关注。

9.您认为以下哪一类型的党史学习教育新闻会激发您学

习党史的动机：A.专题学习会；B.形式新颖的各类微党课；

C.党史故事；D.活动新闻；E.我为群众办实事；F.重大主题

活动和重要时间节点；G.其他____

10.您认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有效方式

是：

A.奖惩明确、纳入考核；B.加强监督与巡学旁听

C.加强新闻宣传；D.突出趣味性，变换话语方式；E.用

好学校思政课渠道；F.用好红色资源；G.开展好重大主题宣

传和纪念活动；H.其他（您对我校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

化有何建议）

三、研究发现

（一）党史学习教育长效化机制有待提升

在对我校新闻网主页 2021年 3—2024年 5月的新闻检

索时发现，该时间段以“党史”为关键词在新闻网首页及校

园频道推送新闻共计 430篇。其中 2021年发布相关新闻高

达 363篇，占总数的 84.4%。在对我校 276名师生进行抽样

调查的过程中发现，79.35%的受访者所在党组织在党史学习

教育集中学习结束后持续开展了相关的集中学习活动。调查

中高达 80.43%的受访者认为新闻宣传会影响党史学习教育

的效果，但仅有 41.3%的受访者会关注校内外党史学习教育

的相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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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推测，在党史学习教育转入常态化学习阶段后多数

党史学习教育的典型案例缺乏深度挖掘。

（二）党史学习教育与实际工作结合不够紧密，常态化

难以做到知行合一。

在个别访谈中，多数受访者认为，党史学习教育是一项

政治任务，将其与日常工作相结合缺乏相应的机制与抓手。

在问卷调查中，40.22%的受访者关注“我为群众办实事”相

应的新闻，办实事、开新局的动机的动力不足，党建与业务

结合不够紧密，难以做到知行合一。

（三）党史学习教育的宣传趣味性有待增强

不难发现，在党史学习教育集中开展的 2021年，“老

山上的微党课”“党史主题交响音乐会”“毕业晚会致敬建

党百年”等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宣传，校内外各类媒体的联动

报道，对于宣传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目标任务和基本要求，

深入推广各二级党组织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典型经验和先

进做法有着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宣传内容上，2021年之后，

大部分的报道集中在党内的集中学习，内容趣味性有待提升。

调查中，在获取党史知识的主要途径上，59.78%的受访

者通过校内集中学习、宣讲和党课来获取，但仅有 40.22%的

受访者认为专题学习会会激发其党史学习的兴趣。而在议程

设置的内容方面，形式新颖的微党课、党史故事关注度最高，

高达 71.74%。76.09%的受访者认为，突出趣味性，变换话语

方式是常态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有效方式。因此，在党史

学习教育集中学习宣传方面也亟须转变话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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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策建议

（一）学习贯彻《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总结党史

学习教育的宝贵工作经验。

把学习贯彻 《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作为一项重大

政治任务抓紧抓好。认真贯彻《条例》要求，把学习党的创

新理论和党史基本内容、党的历史结论、党的历史经验、伟

大建党精神贯通起来，把党史学习教育同做好中心工作结合

起来，学校要建强完善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引

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党史观，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

强大动力。

（二）丰富党史学习教育的学习方式

1.开展丰富的集中学习活动。根据调研，党内集中学习

是广大师生获取党史知识的主要方式。各级党委应将党史学

习教育纳入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计划，在领导干部读书班、

新员工培训、党员培训、入党积极分子培训中心引入相关内

容。

2.用好校内外红色资源，开展丰富的实践活动。各党组

织、基层党支部可根据实际需要组织师生寻访红色基地、参

观红色场馆、组织沉浸式党课。

3.用好课堂主渠道，坚持将党史内容融入思政课程与课

程思政。推动党史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发挥党史立德

树人的重要作用。

（三）深化党史学习教育的宣传

1.把党史学习教育融入重大主题宣传，与新中国史、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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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宣传教育结合

起来，加强舆论引导，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2.通过“设置议程”引导广大师生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学史力行要坚持学党史和悟思想相统一，把握好

新闻传播规律，研究符合师生喜好的传播方式与传播话语，

以活动策划挖掘“新闻点”，优化“议程设置”提升广大师

生党史学习教育的参与度；发掘独具“新闻价值”的典型人

物、事件；结合当前的媒介环境，在“设置议程”时注重互

动和反馈，倾听群众呼声，解决“急难愁盼”。以“议程设

置”引发受众的集体认同。透过实际案例，引导广大师生理

解和把握党中央关于党史的最新表述、评价和结论，增进广

大师生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

情感认同。

3.丰富党史学习教育的传播手段

用好学校报纸、橱窗、横幅、大屏幕、一站式社区宣传

栏等实体传播媒介，充分发挥文献档案、党史类书籍等教育

价值，鼓励学生社团、党团日活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用好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手段，通过校园网以及官方微

博、微信、短视频、移动客户端等网络平台，打造党史融媒

体作品，增强党史学习教育吸引力感染力。

4.完善督导考核与奖惩机制

校党委宣传部对学校党史学习教育相关内容进行指导，

校巡学旁听领导小组对各二级党组织进行督学督导。

校党委可将党史学习教育优秀典型案例作为评奖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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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参考标准。同时，通过巡学旁听等手段对学习不到位

的党组织进行批评与督导。

（本报告系中国药科大学 2022 年机关党建思政与教育管理专项研究课题《议程设置理论下

高校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宣传机制探索》（JGDW20220202）主要研究成果）


	（调研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