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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性教育探索及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党性是党员、

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

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培养干部，要抓好党性教育这个核心”。

党性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不断加强教育来实现的。延安时期，

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加强党性教育，开创了党性教育的伟大实践，为

此后各个时期党性教育的开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回顾和总结延安时期

中国共产党党性教育的探索历程及基本经验，对于增强新时代党员干

部党性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党性教育的核心内容。作为马克思主义政

党，党性教育首先从思想建设抓起，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全党。

延安时期，我们党非常注重党性教育，把加强学习、强化理论武装作

为党性教育的核心内容，并根据各个阶段面临的实际对学习内容及时

进行调整与完善。 



1939年，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报告，系

统阐明共产党员党性锻炼与修养的问题，强调“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

和修养，是党员本质的改造”。就共产党员如何增强党性修养，刘少

奇提出必须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思想意识的修养

和锻炼密切联系起来，“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和革命斗争的

实践中，来建立自己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建立自己的党和无产阶级

的坚定立场”。因此，开展党性教育，就要通过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

教育，从思想上牢固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保持党

的先进性与纯洁性。1941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围绕党性问题进行了讨

论，会议提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

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就如何增强党性，任弼时撰写了《关于增强

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强调要重视理论学习，从而达到增强党性的

目的。就如何进行党性锻炼，他提出：“阶级觉悟、阶级意识是慢慢

地教育成的、培养成的和锻炼成的。”“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

及党员对党的忠实性和坚定性也同样是教育成的、培养成的和锻炼成

的。”“要在领悟马列主义理论方面修养自己，培植自己，坚定自己。”

1942 年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开启了在全党范围进行马克思主义理

论教育的先河，通过整风运动，把理论学习同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紧

密结合起来，对党员干部进行系统科学的党性教育和锻炼。经过长期

的思想改造及实践锻炼，全党党性修养得到进一步提升，思想得到进

一步统一，为战胜困难、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是党性教育的重要方式。集中教育，即用

党的理论武装全党，集中解决党内思想、组织、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

问题，进而达到统一思想、端正作风、整顿组织、提升党性之目的。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集中教育的方式解决党员干部党性存在的问

题，提升了广大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 

1940年 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制定了《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

提出要设立干部教育科，负责管理干部教育的工作，同时要“建立在

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的制度，并保持其持久性与经常性”，为

切实有效地开展党性教育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共中央在总结皖南事变

的教训时指出：“全党特别是军队中干部与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党性学

习，决不可轻视这个绝大的问题。”1941年 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

延安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全党同志加强党

性锻炼，提高党性，培养党性，增强党性。就如何纠正违反党性的倾

向与行为，提出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

该决定颁布后，广大党员干部响应中央号召，纷纷开展深刻的批评与

自我批评，严格纠正自身或他人身上存在的各种非党性的倾向。自此，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党内集中教育活动不可或缺的方式方法。

这一时期，我们党依据干部级别与个人文化水平，成立不同层级的学

习组，采取文本阅读、小组讨论、座谈会等集中教育形式，形成了良

好的学习氛围。开展集中教育活动，以问题为导向，通过经常性学习、

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环节有效破除了教条主义路线在党内的消极影响，

对于推动全党干部强化党员意识、提升党性修养产生良好的效果。 



创办党校等教育机构，搭建党性教育的主要平台。延安时期创办的中

央党校，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党员干部的主要平台，开辟了党

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端正思想作风的新途径。这一时期，党中央高

度重视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等党性教育机构的建立与发

展，充分发挥其在党员党性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毛泽东在 1940 年指出：“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

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延安时期，为有效开展党员干部党性

教育，党创办了党校以及其他干部学校等党性教育机构。1940年 2月，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的《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明确提出：“为了巩

固与发展党，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均应办理党校以加强对党的干部的马

列主义教育。”延安时期党性教育主要在党创办的延安中央党校、马

列学院及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等机构中进行。开设党性教育课程是

这些机构教育课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中央党校主要开设政治经

济学、中国问题以及党的建设等课程。尽管伴随形势任务的变化，不

同阶段、不同班次有所不同，但中央党校的课程与教学内容主课依然

是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党的路线、政策，有效保证了党校课程体

系中党性教育所占的比重。此外，党性教育机构还经常邀请中央领导

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作报告，如抗大曾邀请陈云作《怎样做一个共产

党员》，马列学院邀请刘少奇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通过教育告

诫党员要为革命利益不懈奋斗，按照合格的党员标准要求自身，不断

加强党性修养。延安时期，我们党通过创办党校等教育机构，在学习



和教育中加强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切实提升了党性教育的科学性与有

效性，推进党性教育取得积极成效。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事业胜利发展的重要时期，

是中国共产党党性教育理论与实践走向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我们

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核心教育内容，以党内集中教育为主要形式，

依托党校等教育机构开展教学，培养了一大批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

党员干部，为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延安

时期中国共产党党性教育的探索，为我们在新时代把党性教育作为一

项重要战略任务，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

命，以不懈奋斗的勇气和实干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勇前进，

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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