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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的作用

◎秦欣欣
摘要：博物馆作为继承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场所，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成为了党史学习

教育的“主阵地”，围绕党史学习教育不断创新方式方法，扩大党史学习教育的影响力，利用革命文物，讲好革命文物故事，

使革命文物成为党史学习教育的“活教材”，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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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造党史学习教育的“主阵地”

博物馆是继承和传扬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场所，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文

物，更多的是通过文物弘扬民族文化，凝

聚民族精神。博物馆应围绕党史学习教育，

开展各项活动，将党史学习搬进博物馆，

打造党史学习教育的“主阵地”。

党史学习教育要充分发挥博物馆的优

势地位，引导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进入博物

馆这一重要阵地。博物馆应在舆论引导、

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等方面传

播党史学习教育，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宣传

效果的最大化，利用博物馆的平台，党的

声音在人民群众中传得更开、传得更广、

传得更深入，使党的历史和主张在博物馆

体现强有力的力量，做到学史明理、学史

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为夺取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提供强有力

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障。

二、创新博物馆党史学习教育形式与方法

博物馆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应充分发挥

社会教育功能，与党史学习教育交相融合，

通过研究整理，将党的百年历史以图片或

展板或解说等方式呈现给广大群众，展现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为国家

和民族作出的伟大贡献、始终不渝为人民

的初心宗旨、长期奋斗铸就的伟大精神等

等。“流动博物馆”基层行也是党史学习

教育的主要方式之一，通过“流动博物馆”，

党史学习教育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

将博物馆的文化志愿活动与党史学习教育

紧密结合起来，不仅可以加强志愿服务的

力度，更能扩大宣传范围和效果。博物馆

也能通过电子屏幕、宣传册页、微信公众

号、微博平台、官网平台、短视频等方式，

丰富党史学习教育的宣传方式，动员广大

党员干部以高度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

行动自觉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不

断提升党史学习教育的前瞻性、主动性、

针对性、实效性。

数字化博物馆可以说是近几年博物馆

的热门概念，通过虚拟技术，将博物馆展

馆及文物在互联网上进行展示、宣传与教

育活动，让用户线上也能逛文博，突破了

传统意义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党史学习

教育利用数字博物馆，以形象直观的方式

呈现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

的重大政治活动和成就，更好理解中国共

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这一伟大飞跃，激发广大群众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

三、让博物馆的革命文物“活起来”

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

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

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弘扬革

命传统和革命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

生动教材。

革命文物是革命历史的直接见证，是

感受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理想信念

的重要载体。通过挖掘整理革命文物故事，

向广大群众讲述革命文物的背景、历史、

文化以及文物背后的人物与故事，追溯党

的革命峥嵘岁月，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铭记共产党人的奋斗历程，牢记共产党人

的优良传统。博物馆应注重多种方式方法

相结合，尤其要贴近青少年群体的需求，

做好青少年群体党史学习教育的引路人，

引导他们听党话、跟党走，在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发挥青年力量。

让革命文物“活”起来，增强党史学

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革命文物

展览、革命文物故事、革命文物数字化等

形式，融合文物、文献、图片等，让博物

馆里的革命文物成为党史学习教育的“活

教材”，拓展革命文物线上线下宣传渠道，

让革命文化直抵人心，让革命精神润物无

声，发掘革命文物之时代内涵与价值，阐

释革命文物所蕴含的革命精神，生动鲜

活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不断放大革命

文物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引导和激励广大

党员干部发扬革命传统，传承革命精神，

为新时代中国之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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