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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贯彻落实“四史”教育的逻辑意蕴分析
张凯月ꎬ薛丽媛

(成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ꎬ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５９)

摘　 要:将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纳入大学思想政治课是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项重要任

务ꎮ 新时代高校“四史”教育的融入有其内在的逻辑支撑ꎬ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另一种延伸ꎮ 从理论逻辑上出发ꎬ“四史”教育

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体系一脉相承ꎻ历史逻辑上ꎬ“四史”教育促进学生建立正确的历史观ꎬ以正确的观点看待历史事件、
人物ꎻ价值逻辑上ꎬ“四史”教育促使学生了解党的奋斗历程、新中国的发展、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以及社会主义的发展ꎬ激发学

生的爱国主义精神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ꎻ实践逻辑出发ꎬ在促进“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过程中要采取灵活、多样

的方式ꎬ以增强学生的接受性ꎮ “四史”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结合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大亮点ꎮ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ꎻ“四史”教育ꎻ四维分析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１８８３(２０２１)０３￣００３０￣０６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 Ｆｏｕｒ－ｈｉｓｔｏ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ＺＨＡＮＧ Ｋａｉｙｕｅꎬ ＸＵＥ Ｌｉｙｕ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ꎬ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Ｃｈｅｎｇｄｕꎬ Ｓｉｃｈｕａｎ ６１００５９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ｎｇ ｐａｒｔ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ｎｅｗ Ｃｈｉｎ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ｔｏ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ｔｒｅｎｄ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 ｆｏｕｒ－ｈｉｓｔｏ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ｉｓ ｂａｃｋｅｄ ｕｐ ｂｙ ｉｔｓ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ｌｏｇｉｃ ａｎｄ ｉｓ ａｎ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ｖｉｅｗꎬ
ｔｈｅ " ｆｏｕｒ－ｈｉｓｔｏ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ｖｉｅｗꎬ ｔｈｅ " ｆｏｕｒ－ｈｉｓｔｏ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ｈｅｌ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ｖｉｅｗ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ｈｉｓ￣
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ｖ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ａ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 " ｆｏｕｒ－ｈｉｓｔｏ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
ｍｏｔｅ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ꎬ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ｗ Ｃｈｉｎａꎬ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ａｂｏｕｔ
ｂｙ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Ｉｔ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ｓｍ ａｎｄ ａ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ｏｎ
ｌｉｆ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ｋｅ ｏｆ ｉｔ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 ｆｏｕｒ－ｈｉｓｔｏ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ꎬ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 ｆｏｕｒ－ｈｉｓｔｏ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ｉｓ ａ ｂｒｉｇｈｔ ｓｐｏｔ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ꎻ " ｆｏｕｒ－ｈｉｓｔｏ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ꎻ ｆｏｕｒ－ｄｉｍｅｎ￣
ｓ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以史为鉴ꎬ是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美德ꎮ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ꎬ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大会上指出“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

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ꎬ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贯通起来ꎬ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ꎮ” [１] 作为人才培养基地

的高校更应注重“四史”教育的开展ꎬ促进“四史”教
育融入高校课堂ꎬ走进学生头脑ꎮ

一、理论维度:“四史”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相互贯通

　 　 “四史”教育虽是新提倡ꎬ但其由来已久ꎮ 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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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成立初期ꎬ我国便开始重视历史教育ꎬ把历史教

育融入高校课堂ꎮ 历史知识是思想政治教育扎实

的素材ꎬ蕴含丰富的思想政治元素ꎮ “四史”教育与

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一致、精神一致ꎮ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历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

　 　 １.初步建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体系ꎮ 早在

民主革命时期ꎬ毛泽东就历史学习问题作了«改造

我们的学习»ꎬ着重强调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学

习与中国历史相结合起来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高校

课程中都设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ꎬ其内容

主要是以党史、革命史等历史课程为主ꎮ １９４９ 年ꎬ
新中国出台了第一个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

方案即«华北专科以上学校一九四九年度公共必

修课过渡时期实施暂行办法»ꎬ其把新民主主义论

作为了文科院校的公共必修课程[２] ꎮ １９５０ 年ꎬ政
务院颁布«教育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

决定»其规定了“各大高校、私立学校等必须开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课程ꎮ” [３] 不仅如此ꎬ按规

定各大高校应把政治课作为必修课ꎬ其主要内容

依旧以历史学习为主ꎮ 此后ꎬ我国不断丰富思想

政治理论课建设ꎬ形成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史为主体的

思想政治课ꎮ １９６４ 年ꎬ中央规定把中共党史作为

各大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内容之一ꎬ逐
步形成了党史、国史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相融合的

趋势ꎮ
２.课程内容上以突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学

习为主ꎮ 其一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基础课程ꎮ
在课程设计上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

为三门政治课之一ꎮ 随后把马列主义作为基础课ꎬ
以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性、系统性的学

习ꎮ 此后ꎬ我国教育课程多次变革ꎬ但马列主义基

础课始终占据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体位置ꎬ为我国

青少年打下了较好的理论基础ꎮ 其二ꎬ建立以毛泽

东思想为基础的中国革命史教育课程ꎮ 自 １９５３ 年ꎬ
我国将新民主主义论课程改为中国革命史课程以

来ꎬ我国始终注重历史教育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育中的重要地位ꎮ 中国革命史课程主要以讲述

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性理论知识为主ꎬ使广大青少年

了解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以及中国政治的历史规律ꎮ
随后ꎬ我国又将中共党史列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必

修课之一ꎬ形成以党史、国史为重点的课程设计ꎮ
这一时期是我国“四史”教育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

的初步阶段ꎮ

(二)改革开放时期历史教育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相联系

　 　 改革开放后ꎬ我国各大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

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ꎮ 其一ꎬ恢复期ꎮ 这一时期思

想政治理论课主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史为主ꎮ 此阶段的授课内容大致上沿用了新中国

成立初期的模式ꎮ 其二ꎬ初步发展期ꎮ 这一时期的

思想政治理论课更注重中国历史的教育ꎬ形成以马

克思主义原理、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中国革

命史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四门学科为主的内容ꎮ
其三ꎬ全面发展时期ꎮ 使得我国各大高校的思想政

治理论课得到快速发展ꎬ扩充由原来的四门学科增

设到六门ꎬ其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思想道

德修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原理、法律基础、形式与政策以及当代世界经济与

政治ꎮ 其中ꎬ邓小平理论在后期补充为邓小平理论

与“三个”代表ꎮ 这段时期内ꎬ思想政治教育侧重于

系统、全面的培养学生的理论知识与道德修养ꎮ 其

四ꎬ整合深化时期ꎮ ２００５ 年以后ꎬ我国教育制度再

度进行改革ꎬ把原先的六门课进行了整合ꎬ把毛泽

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融合为一门课程

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ꎬ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组

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ꎬ将法律基础增加为思想

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ꎬ并增加了中国近现代史基本

纲要这门历史类课程ꎮ 此后ꎬ我国高校思想政治课

一直沿用至今ꎬ其兼顾了历史学习与道德修养的双

重作用ꎬ致力于培养德智双修的高校人才ꎮ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ꎬ注重党史的

指导地位ꎬ不断强调要用历史来教育我们的青年ꎮ 他

把历史学习与四项基本原则相互联系起来ꎬ多次强调

四项基本原则的学习要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以及

马克思经典著作的学习结合起来ꎮ 他强调“要懂得些

中国历史ꎬ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 [４]ꎮ 历史

是最好的教科书ꎬ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

国的实际相结合、从中国历史的实践中总结经验ꎬ带
领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ꎬ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ꎮ 江

泽民同样注重历史教育ꎬ他强调党史的重要性ꎬ强调

不断用党史增强领导干部的自觉性ꎬ提出“三个代

表”的重要思想ꎬ把党史教育、历史教育推进 ２１ 世纪ꎮ
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注重教育的再发

展、开展党史学习ꎮ 强调历史教育必须要深入中国基

本国情ꎬ加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ꎬ提倡“育人为本、
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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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时代提出加强“四史”教育增强思想武装

十八大以来ꎬ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

体更加注重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

发展史学习ꎮ ２０１９ 年ꎬ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的主题教育小组要求“各地区、各单位把学习党史、
新中国史作为学习主题教育的主要内容” [５]ꎮ 同

年ꎬ习近平在上海视察时也强调要让广大党员、领
导干部深入学习“四史”ꎮ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ꎬ习近平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总结大会上指出“要把

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ꎬ
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ꎬ同学习党

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

来” [６]ꎮ 学习“四史”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ꎬ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出发对我国历史进

行研读ꎬ发现其历史发展规律ꎬ推进社会主义进一

步发展ꎮ
“四史”学习不仅是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的“必修

课”更是广大青少年的“必修课”ꎮ 作为当代大学生

更应加强“四史”学习ꎬ增强对民族、对国家的认同

感ꎮ 虽现在高校课程中没有明确的“四史”课程ꎬ但
其现有课程中包含了“四史”的相关内容ꎮ 高校思

想政治课中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是党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

结合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包含了社会主义发展史

的相关内容以及资本主义发展史等ꎻ中国近现代史

纲要则是一部中国近代历史教科书ꎬ从反抗侵略到

建立新中国ꎬ是我国一部新中国史ꎻ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是培养大学生理想信念的课程ꎬ而理想

信念的培养离不开“四史”的学习ꎮ 同样ꎬ形式与政

策的学习也需要结合“四史”才能领会深刻ꎮ 就现

在高校课程设计来看ꎬ“四史”学习已经融入高校思

想政治课堂ꎬ并在其教学内容中占据着重要地位ꎮ

二、历史维度:加强“四史”教育继承优秀传
统文化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的学习ꎬ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知识ꎬ正确看待历史

人物、历史事件ꎬ从而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侵袭ꎮ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ꎬ蕴含着宝贵的精神财富ꎬ在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ꎬ注重历史的学习是我国

不断吸收经验教训ꎬ凝聚社会共识、再度出发的

武器ꎮ
(一)批判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错误的意识形态主义ꎬ是
丑化我国历史人物、虚化历史事件、反对我国历史

成就的表现ꎮ 历史虚无主义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

意识造成误导ꎬ不利于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和世界观ꎮ “四史”学习是我国批判历史虚

无主义的有力抓手ꎮ 其一ꎬ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学习

“四史”ꎬ从中华民族和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待历史问

题ꎮ 从历史发展规律中探寻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

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原因、寻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生根发芽的证据、理解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的历史选择ꎮ 其二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ꎮ 历史虚

无主义是以丑化我国历史人物、虚化历史事件为主

的意识形态ꎬ有着严重的逻辑问题ꎬ是一种错误的

历史观ꎮ 只要我们以正确的历史观看待历史人物、
历史事件的发展ꎬ充分掌握历史资料ꎬ历史虚无主

义就会不攻自破ꎮ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ꎬ用正确的

历史观看待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ꎬ历史是客观存在

的事物ꎬ不以人的意志而轻易改变的ꎮ 面对历史虚

无主义的侵袭ꎬ史料成为我们应对的重要武器ꎮ
“四史”学习要精、要深ꎬ只有这样才能贯彻运用ꎮ
其三ꎬ坚持辩证思维ꎬ学会用正反两方面来看待历

史问题ꎮ 历史不是一帆风顺的ꎬ在历史前进的过程

中总会遇到挫折ꎬ这些曲折成为历史虚无主义的突

破口ꎬ不断虚化历史的真实性ꎮ 在历史学习中ꎬ我
们要坚持辩证思维ꎬ要从多个角度思考问题ꎬ认清

问题的实质ꎬ才能有效地抨击历史虚无主义ꎮ 总而

言之ꎬ“四史”学习是对历史的再认识、深理解ꎬ客观

历史知识是历史虚无主义最强大的敌人ꎬ也是我们

战胜它的武器ꎮ
(二)增加学生历史知识的整体性

“四史”学习是一个整体化的过程ꎬ虽其分为四

个不同的部分ꎬ但有着内在的联系与规律ꎮ 其一ꎬ
“四史”之间相互的内在联系性ꎬ需要从整体角度学

习ꎮ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是社会主义发展

史的一部分ꎬ而新中国史中又蕴含了部分党史的发

展、改革开放史中包含了党史、新中国史ꎮ “四史”
相互联系ꎬ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ꎮ 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民打赢了人民战争ꎬ建立了新中国ꎬ建立新中国

史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ꎬ开
创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史ꎻ实行改革开放创立改

革开放史ꎮ 就其历史追溯来看党史蕴含在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ꎬ而密切的历史

关系、实践关系注定了其是一个整体ꎮ 其二ꎬ“四

史”整体性教学ꎬ有助于学生化碎为整ꎮ 随着网络

技术的快速发展ꎬ人们获得知识的途径也有所增

加ꎬ而这类知识大部分是碎片化知识且其真实性存

在一定问题ꎮ 而这种碎片化的知识被学生所吸收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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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间接导致了学生对历史的认识存在局限性ꎬ促进

“四史”教育进课堂就从整体上帮助学生化零为整ꎮ
从整体出发吸收碎片化的知识、既保证了知识的真

实性也确保了其历史观全面性ꎮ 其三ꎬ“四史”教育

融入高校思想政治课也要保持其整体性ꎮ 现在各

大高校没有明确的“四史”课ꎬ只是部分融入现有的

课程教学中ꎬ这就导致学生无法从整体上理解四

史ꎬ无法形成一个系统的框架ꎮ 这就要求各高校在

教学中要从中华民族的角度、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帮

助学生树立起整体化的历史脉络ꎮ
(三)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

历史学习就是总结经验、展望未来ꎮ 在“四史”
学习过程中ꎬ我们不免要回顾过去、继承经过历史

洗涤的优秀文化ꎮ 首先ꎬ追本溯源、坚定对马克思

主义的信仰ꎮ 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

主义发展史的学习中将马克思主义贯穿其中ꎬ马克

思主义在我国历程中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ꎮ 因此ꎬ
在学习“四史”的过程中ꎬ更容易让学生理解为什么

中国会选择马克思主义ꎬ而马克思主义又为什么会

适合中国ꎮ 从而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ꎮ 其次ꎬ
弘扬历史沉淀下的民族精神ꎮ 从鸦片战争开始ꎬ我
国饱经磨难ꎬ无数仁人志士踏上救国的道路ꎬ他们

不畏艰险、勇往直前为我国开创了一个和平的、全
新的中国ꎮ 从五四精神、红船精神到将冈山精神、
延安精神再到航天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等ꎬ这些

宝贵的精神财富一直在影响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

青年人ꎮ 他们从历史中汲取精神养料成长为新一

代的精神传承人ꎮ 在此次抗疫中ꎬ９０ 后、００ 后在这

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驰骋ꎬ“四史”学习促进新一代

青年人坚定了爱国主义精神、坚定了民族复兴的信

心ꎮ 最后ꎬ从历史中探寻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优

点ꎬ继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ꎮ 以史为镜是我国自

古以来的传统ꎬ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

主义发展史ꎬ四部历史从各个方面积累了宝贵的历

史经验ꎬ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ꎮ 推进“四史”教育在

各大高校的实行力度ꎬ促进学生学习与继承中华民

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国革命的顽强奋斗、中国建

设的不屈精神ꎬ坚定理想信念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提供新力量ꎮ

三、价值维度:高校落实“四史”教育的意蕴
剖析

　 　 高校是人才的摇篮ꎬ而高校内推进“四史”教育

有利于让广大师生在历史学习中不断提高自我ꎮ
学习党史了解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的心路历程ꎻ学

习新中国史体会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在中国生根

发芽ꎻ学习改革开放史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ꎻ学习社会主义发展史明确我国未来的发展方

向ꎬ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ꎮ
(一)研习党史守初心、明确责任与使命

１９２１ 年ꎬ中国共产党诞生至今已有百年历史ꎮ
其一ꎬ学习党史ꎬ明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ꎮ 中国共

产党自 １９２１ 年成立以来ꎬ就自觉地把为人民谋幸福

作为自己的初心ꎮ 在百年历程中ꎬ中国共产党带领

人民进行民主革命ꎬ驱逐了帝国主义的侵袭ꎬ恢复

了人民的自由ꎬ让广大人民群众 “翻身农奴把歌

唱”ꎻ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ꎬ提高人民

的生活水平ꎻ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ꎬ不断提高人

民的“幸福感” “满足感”ꎬ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

活ꎮ 百年来ꎬ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为人民服务、为
人民谋幸福的初心ꎮ 从党史历程学习中ꎬ让广大青

年学生深刻体会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ꎬ从中理解为

什么人民会选择中国共产党ꎮ 其二ꎬ学习党史ꎬ明
确中国共产党的使命ꎮ 自民主革命开始ꎬ中国共产

党便把为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使命ꎮ 民主革命

期间ꎬ中国共产党从大局出发ꎬ坚决采用武装反抗

的方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统

治ꎬ实现了民族独立ꎻ社会主义建设时期ꎬ中国共产

党始终以国际视角出发ꎬ坚决捍卫祖国领土安全、
着重发展重工业、提高国际地位ꎬ不断为民族复兴

所努力ꎻ改革开放后ꎬ中国共产党坚持对外开放、积
极吸收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也不断发展自己ꎬ逐步

在国际上占有重要地位ꎻ新时代ꎬ中国共产党更加

坚定ꎬ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始终精准定位、一直

向着民族复兴的道路前进ꎮ 其三ꎬ学习党史ꎬ理解

作为青少年的使命与担当ꎮ 作为国家未来的栋梁

之材ꎬ广大青少年更应从党史学习中明确自己的使

命与担当ꎮ 从党史人物中发现他们舍己为人、乐于

奉献的精神品质ꎬ从党史故事中明白党一路走来的

艰辛ꎬ坚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ꎮ
(二)研习新中国史汲取历史知识、提升历史认同感

１９４９ 年ꎬ天安门广场上毛泽东庄严地宣布“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启了新中国史的征程ꎮ 其

一ꎬ从学习新中国史中ꎬ体会中国 ７０ 多年的飞速变

化ꎮ 建国 ７０ 多年来ꎬ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已经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ꎬ我国从贫穷落后的新中国到

现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ꎮ 学习新中国史

让青年学生深切感受新中国成长的艰难历史ꎬ激发

广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ꎬ从而努力学习ꎬ为祖国

建设贡献一份力ꎮ 其二ꎬ学习新中国史ꎬ坚定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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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的目标ꎮ 习近平指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一个

时期都接近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目标ꎬ比历史

上任何时期都有能力、有信心去实现这个目标ꎮ” [７]

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ꎬ世界各大经济体

正在蓬勃发展ꎬ世界交流越来越频繁ꎬ在这快速发

展的当下ꎬ我国既迎接着机遇也面临着挑战ꎮ 纵观

我国成长历史就会发现ꎬ当下的中国是最具有实力

的中国、是发展状态最好的中国、也是距离实现伟

大复兴目标最近的中国ꎮ 因此ꎬ在学习新中国史的

过程中ꎬ要坚定信心ꎬ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而奋斗ꎮ 其三ꎬ学习新中国史ꎬ激发学生的历史

认同感ꎮ 当代学生处于和平年代ꎬ不能切身感受新

中国 ７０ 多年的成长ꎮ 通过学习新中国史让广大青

年学生在学习国史的过程中汲取历史知识、培养历

史认同感ꎬ增强学生的历史归宿感ꎮ
(三)研习改革开放史领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ꎬ我国进行了改革开放的伟

大决定ꎬ掀开了我国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史的序

幕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我国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获
得的发展是飞速的ꎮ 其一ꎬ学习改革开放史ꎬ坚定

改革开放毫不动摇ꎮ 改革开放包含着改革和开放

两层寓意ꎬ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ꎬ改革了经济体

制ꎬ激发经济活力ꎻ促进开放程度ꎬ坚持走出去与引

进来相结合ꎬ不断扩展自己与世界的交流ꎬ逐步融

入世界大经济体ꎮ 学习改革开放史ꎬ明确我国实行

改革开放的决定是正确的、更是必要的ꎮ 现如今ꎬ
我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ꎬ坚持扩大开放

程度ꎬ促进我国进一步的发展ꎮ 其二ꎬ学习改革开

放史ꎬ感受人民生活的“幸福感”ꎮ 改革四十多年

来ꎬ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ꎮ 从温饱问题的解

决到基本小康社会的建立再到全面小康社会ꎬ人民

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得到提升ꎮ 人民的基础生

活设施得到了保障ꎬ医疗体系的完善让广大人民群

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ꎻ教育体系的完善让义务教

育普及全国各地ꎬ保障了人民基本的受教育权利ꎬ
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青年ꎻ高铁、公路等交通

基础设施的建立改变了人民的出行方式、方便了人

民的生活ꎮ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ꎬ广大人民群众的生

活发生了彻底性的变化ꎬ人民幸福感不断提升ꎮ 其

三ꎬ研习改革开放史ꎬ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ꎮ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ꎬ我国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毫不动摇ꎮ 这四十

多年里ꎬ我国取得的成就与发展就证明了我国社会

主义制度的正确性、优越性ꎮ 特别是在遇到突发性

重大事件时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明显ꎮ 因

此ꎬ在研习改革开放史的过程中ꎬ让广大青少年从

国家发展的实际出发ꎬ体会我国的制度优势ꎬ坚定

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ꎮ
(四)研习社会主义发展史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增强

四个自信

　 　 社会主义发展史是世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

学、从理论到实践ꎬ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史ꎮ 其一ꎬ
学习社会主义发展史有助于我们掌握共产党执政

的规律ꎬ增强理论自信ꎮ 把握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就

要明确党的领导地位与党是为人民服务的ꎬ这是社

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规律总结ꎮ 共产党是社会主

义建设的领导者与指引者ꎬ要确保党的领导地位不

动摇才能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ꎬ而人民是社会主义

的体验者ꎬ是社会主义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ꎮ 只

有在党的领导下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发展为

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能确保社会主义发

展的稳步前进ꎮ 其二ꎬ研习社会主义发展史ꎬ理解

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ꎬ增强道路自信、制度自

信ꎮ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就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怎
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ꎮ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ꎬ我国

就经历了这个问题的困扰ꎬ我国经过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成功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体系ꎻ改革开放让

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成功开辟出新的路

径ꎬ提高了我国发展速度ꎮ 研习社会主义发展史ꎬ
明白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ꎬ从中学习经验教训ꎮ 其

三ꎬ社会主义发展必然不会是一帆风顺的ꎬ历史发

展规律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归宿ꎮ 从

社会主义发展中探寻历史的轨迹ꎬ从多国的发展历

程中总结经验教训ꎬ同时不断完善我国的发展ꎮ 历

史是最好的老师ꎬ从历史规律中体会我国发展社会

主义的必然性ꎮ 学习社会主义发展史ꎬ从更宏观的

角度去把握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以

及历史发展规律ꎬ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自信、制度信息、理论自信、文化自信ꎮ

四、实践维度:“四史”教育融入高校课堂的
路径分析

　 　 高校思想政治课是引领学生思想意识形态的

主阵地ꎬ是学生掌握知识的主渠道ꎮ “四史”教育融

入思想政治课堂是大势所趋ꎬ更是培养学生爱国主

义精神的有利方式ꎮ 高校“四史”教育的融入应采

取多种方式ꎬ不拘泥于传统方式的教学ꎮ
(一)以促进“三进”为高校“四史”教育的中心任务

以推进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
进课堂、进学生头脑作为“四史”教育的主要任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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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ꎬ推进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ꎮ
教材是学生学习的依据ꎬ也是学生知识的主要来

源ꎮ 高校思想政治课的教材需要时常更新、补充ꎬ
推进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编入教材ꎬ是
“四史”学习的基本要求ꎮ 通过教材的编辑与使用

来加快“四史”的融入ꎮ 其二ꎬ推进习近平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进课堂ꎮ 课堂是学生汲取知识的主

阵地ꎮ 当有了教材后ꎬ便要推进其进入课堂ꎬ通过

课堂的呈现方式实现“四史”与高校的彻底融合ꎮ
进课堂并不意味着只是照本宣读ꎬ而是要求老师为

学生详细讲解其核心要义、丰富内涵ꎬ以促进学生

更好地吸收、消化ꎮ 其三ꎬ推进习近平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进学生头脑ꎮ 在“进教材、进课堂、进学

生头脑”中ꎬ最主要的一步便是进学生头脑ꎬ其他两

步都是为其做铺垫ꎮ 高校思想政治课的最终目的

也是促进知识进学生头脑ꎬ在教材与课堂老师的辅

助下ꎬ帮助学生理解其内涵、要义ꎬ以吸收成为自己

的东西ꎬ从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ꎮ 习近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中国成立 ７０ 多年的经

验总结ꎬ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探索ꎬ更是党发展

１００ 年来的实践经验ꎮ 因此ꎬ推进“四史”教育的深

入开展ꎬ是深刻理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前提ꎬ也是推进高校“四史”教育的主要任务ꎮ
(二)充分利用网络环境ꎬ扩展“四史”教育的广度

在信息化飞速发展的当下ꎬ要充分利用现有的

条件ꎬ扩大“四史”教育的范围ꎮ 网络化学习是现代

化信息社会中普遍的学习方式ꎬ也是有效促进“四
史”学习的手段ꎮ 其一ꎬ充分利用现有的软件ꎬ比如

学习强国、人民日报等ꎬ促使学生利用碎片化的时

间学习“四史”ꎮ 各种学习软件的使用ꎬ让学生灵活

的选择学习的时间与内容ꎬ促进学生对时事政治的

关注ꎬ及时掌握最新动态ꎮ 其二ꎬ利用视频教学ꎬ加
深学生对“四史”的理解度ꎮ 当代大学生都生于和

平年代ꎬ对于党史、新中国史的发展历程可能不会

感同身受ꎮ 视频教学更容易促进学生明白战争年

代中党的历史、新中国建立的艰辛ꎬ促进学生学习

的兴趣ꎮ 其三ꎬ采用课堂与网络相结合的方式教

学ꎬ提高课堂效率ꎬ增加学生学习的主动性ꎮ 课堂

教学一直以来都过于严肃而缺乏趣味性ꎬ其与网络

相结合后ꎬ将极大地提高课堂的活跃性促使学生更

好的接收课堂知识ꎮ 利用网络环境ꎬ让学生在玩中

学ꎬ学生从网络中吸收的知识通过课堂老师的再加

工ꎬ让其更深层次的理解以保证知识的完整性ꎮ 同

样ꎬ在网络中学习的同时ꎬ也需要提醒学生注意分

辨信息的真实性ꎮ
(三)利用多元化“四史”活动课程ꎬ增强“四史”教
育的深度

　 　 “四史”融进课堂需要多种方式ꎬ单一的授课方

式容易形成枯燥、乏味的体验ꎬ不能激发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ꎮ 其一ꎬ开展红色文化观览ꎬ读好革命故

事ꎬ带领学生深刻体验历史的底蕴ꎮ 高校活动课的

开展已经成为一种趋势ꎬ利用当地特有的红色革命

圣地、遗址对学生进行专门的解读ꎬ在现实中教学、
在体验中学习ꎬ是增强学生学习兴趣的有利方式ꎮ
当代大学生对党的艰辛历程很难从文字中体会ꎬ但
实地考察就会激发他们强烈的认同感ꎬ对知识的接

受能力也会更强ꎮ 其二ꎬ进行主题教学活动ꎬ让学

生参与进课堂ꎬ掌握历史的主脉络ꎮ 大学课堂与其

他课堂相比增加了更多的趣味性与开放性ꎬ也更有

利于“四史”教育活动的开展ꎮ 设置主题课堂ꎬ让学

生还原历史事件、历史人物ꎬ更好地把握历史的选

择ꎬ从而促进“四史”进入学生头脑ꎮ 其三ꎬ灵活运

用讲座教学ꎬ多次开展名师历史讲堂ꎮ 高校讲座成

为学生吸纳知识的一种方式ꎬ其也成为推进“四史”
教育进入高校思想政治课一个重要方式ꎮ 利用老

师深入讲解ꎬ让学生理解其内容要义ꎬ更好地促进

学生对“四史”内容的理解以及相互之间逻辑关系

的理解ꎮ 其四ꎬ应多开展“四史”读书活动ꎬ开办读

书分享会ꎮ 让学生多读“四史”有关的书籍ꎬ比如:
«改革开放 ４０ 年:历程与经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稿»等ꎮ 从这些书籍中体会党的历程、中国社会的

发展ꎬ总结体会交流分享ꎮ 总之ꎬ高校可以采取多

元化的方式推进“四史”教育ꎬ不局限于单一的形

式ꎬ利用高校优势加快推进“四史”教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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