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战后形成了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这不可避免地对中

国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一方面，美国实行“扶蒋反共”

政策，企图控制中国，将中国变为其殖民地；在国内，

国民党大肆敛财、剥削人民，坚持内战独裁，企图发

动全面内战。另一方面，苏联在同国民党保持正式外

交关系的同时给予中国共产党一定的帮助；在国内，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共产党顺

应民意，提出了和平、民主和团结口号。此时，中国

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

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十分重视对青年学生的

思想政治教育。

一、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对青年学生的思

想控制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就实行以党治校；到了解

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对青年学生的思想控制更严格。

1937 年 5 月，蒋介石为改造国民党，集中新的革命力

量，同时出于与中国共产党争夺青年学生的需要，提

出了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三青团）的设想，

并组织人员开始酝酿。1938 年 3 月底 4 月初，国民党

在武昌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决议：“青年

尤为国家民族之瑰宝，本党应取消预备党员制，另设

青年团，征求全国优秀青年而训练之，使各成为三民

主义之信徒。”国民党党章的规定，标志着三青团在法

律、理论上的诞生。

在解放战争时期，三青团在团章上规定：团员不

得加入国民党以外的其他任何党派，不得于团外批评

国民党、三青团。这一规定使得加入三青团的学生没

有思想自由，国民党没有从根本上考虑团员的权利，

而是要实现青年学生的“党化”“团化”。1946 年 2 月，

以反苏、反共为主题，在三青团骨干分子的带领下，

重庆沙磁区众多学校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导致重庆民

生路上的《新华日报》营业部被摧毁。

由于国民党长期以来对青年学生进行严格的思想

控制，导致生活在国统区的不少青年学生对国民党存

在“正统”观念，认不清蒋介石反动的真实面目，对

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抗日战争

胜利后，广大青年学生渴望和平稳定的生活，但内战

爆发后，国民党在国统区不断征兵征粮、剥削人民，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
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
董  欣

摘要：抗日战争胜利后，面对力量悬殊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

力量，十分重视对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

的方针政策，建立了专门的机构以有效动员青年学生，最后成功开辟了“第二条战

线”，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有力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对取得解

放战争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分析了解放战争时期青年学生的思想状况及国民

党对青年学生的思想控制，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根据青年学生状况采取的方针政策及

斗争路线，以及对青年学生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分析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

产党对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对当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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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统区的经济危机使得青年学生直接失学。

二、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青年学生

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

( 一 ) 方针策略：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1947 年 3 月 1 日，《中央关于目前蒋管区民主爱

国运动方针的指示》指出，“某些过于暴露而又为特务

极其注意的分子，除已取得社会地位者外，应暂时就

地隐蔽，静观变化，如镇压范围不大，过一时期，仍

可回至原来岗位，如追究甚急，则只有易地疏散，这

种暂时退守的策略，完全为避免硬碰，保全力量，利

于今后新的斗争。”

1948 年 8 月，国民党特务准备列出逮捕、传讯的

进步学生黑名单，国统区陷入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周

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蒋管区斗争要有清醒头脑

和灵活策略》的指示：“在城市方面，应坚决实行疏散

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中共中央城市工

作部指出，“蒋匪已在各地大举逮捕，且将继续疯狂进

行，请即进行紧急措施，即将工人、学生及其他方面

有被捕危险的党员和进步分子尽量撤退，无法撤退的，

即设法疏散，切勿犹豫。”在北平、上海、南京、重庆

等地的大逮捕中，中共地下组织及时地将一些暴露了

身份、上了黑名单、被敌人通缉、有被捕危险的进步

学生先后转移到解放区、游击区和国统区内的广大农

村，机智地绕过了国民党军警的大逮捕行动。

总之，正是因为中共中央贯彻了这一方针，才使

得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秘密地开展学生

工作，对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发展青年学生，

为最后解放战争的胜利积蓄了革命力量。

( 二 ) 组织工作：设置城市工作部、重建青年团

1946 年 12 月 2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改

组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由周恩来兼任中共中央城市

工作部部长，李维汉为副部长；同时规定，各中央局、

中央分局和各有关区党委均设城市工作部或青年工作

委员会。各个地方局城市工作部按具体对象分设学生

工作委员会、工人工作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等部门。

此外，在各个省委下设了专门的青年工作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在设置城市工作部的基础上，设立了

负责学生工作的专门机构—学生工作委员会或学生

运动委员会。学生工作委员会下设了大学工作委员会、

中学工作委员会、职业青年工作委员会和中小学教员

工作委员会。这些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秘密开展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联系广大青年学生提供了严密的组

织保障。

除了设置城市工作部，中共中央决定重建青年

团。1942 年，部分青年学生出现了松懈无力、缺乏领

导的新情况，有些地区的青年组织已名存实亡，处于

取消或半取消状态。但经过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和教育，在革命斗争中涌现了一批青年积极分子，这

些青年积极分子的要求同一般青年人是不同的。为此，

1946 年 8 月至 9 月，任弼时主持召开两次会议，讨论

了关于建立青年团的问题，最后决定先经过试点，再

建立青年团。1949 年 1 月 1 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建

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中指出：“为着团结

教育整个青年的一代，以及更大地发挥青年群众在人

民解放战争中与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中的积极性与创

造性，中央正式决定在中国普遍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

团的组织。”这对中国共产党动员青年学生、赢得解放

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组织上的统一领导。

( 三 ) 宣传途径：购买书刊、创办报刊，领导学
生运动

由于当时处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笼罩下，敌我力

量悬殊，因此对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程

度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表现为地下党带领进步学生开

办图书馆、文化服务站，帮助进步学生购买马克思主

义理论著作和苏联的书籍，以进行革命思想的传播。

同时，动员青年积极参军参战，支援前线。此外，在

北平，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华社北平分社，创办了《解

放》报，公开宣传抗战后的国内外形势和中国共产党

努力争取民主和平的方针。随后，北平地下党又先后

创办了《人言周刊》《人民世纪》《国光日报》等报刊，

使青年学生了解当前形势，提高政治觉悟。

除此之外，1947 年 5 月，由于国民政府的贪污腐

败，出现了经济危机，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民不聊生。

在中国共产党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青年学生开展了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民主爱国运动。国民

党蒋介石集团置广大青年学生的呼声于不顾，采取了

各种镇压学生运动的措施。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高压政

策更加激起学生的义愤，在中国共产党党组织的领导

下，许多学校酝酿举行规模更大的游行示威活动。中

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期间动员领导的一系列学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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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了青年学生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意识，加强了对青

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三、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青年思想

政治教育实践对当今的启示

( 一 ) 坚定理想信念教育是开展青年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的核心

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各种方法在

青年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帮助青年学生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利于青年学生运用马

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分析当时复杂的局

势，从而作出正确的判断与选择。因此，青年学生对

马克思主义的认同状况决定了青年学生对共产主义远

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认同程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

新的变化，尤其是当前青年学生身处于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部分青年学生

存在政治信仰模糊不清、价值取向扭曲等问题，因此，

要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使青年学生能够

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局势下明辨是非，坚定理想

信念。

( 二 )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开展青年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的重点

爱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凝结了革命烈士的

牺牲和奉献。在解放战争时期，青年学生正是因为怀

揣爱国主义热情，才会积极探索救亡图存之路，甚至

牺牲自己的生命。中国共产党正是对青年学生群体的

爱国之情进行了正确引导，才会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

在如今新的历史条件下，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就

是爱社会主义。要使广大青年学生成为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形成合力，

在全社会形成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氛围。

( 三 ) 坚持党的领导是开展青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根本保证

解放战争时期，青年学生之所以能够成为革命的

重要力量，为革命事业作出重大贡献，是因为中国共

产党为青年学生指明了正确的方向，采取了灵活的方

针策略。历史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最好的领导核心。

党中央多次强调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性，要

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教育的领导，各级党委要保证

学校的办学方向。中国共产党要根据形势的变化，不

断完善和改进对青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安排和

部署，切实保证青年学生的正确政治方向，团结青年

学生，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 四 ) 切实维护青年学生利益是开展青年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的立足点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开展青年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的过程中，始终充分考虑青年学生的利

益，如开展助学活动，帮助困难学生筹集学费，改善

他们的生活状况。

当今的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始终考虑青年学

生的切身利益，具体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只在课

堂上展开，要充分考虑青年学生关心的问题，如就业

问题、经济状况、家庭条件等；重视青年学生的心理

健康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走进青年学生的内心。

( 五 ) 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开展青年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

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青年学生的思想

政治教育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方式，如诗歌朗诵、开展

辩论会等，通过不同方法争取更多的青年学生。

当下高校对青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主要是

对指定的课本内容进行讲解，开设公共课，但课堂效

果不佳。对此，首先，思想政治教育要结合青年学生

关注的热点问题及感兴趣的话题创新教育方式。其次，

要提高高校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要求教师做到以身

作则、言行一致，使思想政治教育更有说服力。最后，

课堂虽然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但是校园、

社会、家庭领域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可忽视。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正确的方针策略

建立了严密的组织体系，开辟了多种宣传途径，有效

动员了青年学生，使之形成了强大的革命力量，为革

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通过总结历史经验，

今后的青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贴合实际、遵循

规律、灵活变动，引导青年学生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作者单位系燕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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