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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史”教育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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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新机遇、新挑战，高校必须更加重视大学生的历史教育，

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历史观，增强“四个自信”。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校开展“四史”教育是

大学生历史教育的重要抓手。当前，高校“四史”教育存在教育主体的全员性彰显不充分、教育过程

的全程性体现不均衡、教育资源的全方位整合不到位的问题。教育是灵魂工程，要抓好“四史”教育

就要尊重思想政治教育规律，从“三全育人”视角出发，充分发挥学校、教师和学生的主体作用，推

动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四史”教育的全面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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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h of Carrying Out “Histories of the Party”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ll-Round Education in the 

Whole Process with All-Staff ”

ZHANG Yadong, LI Jing

（College of Marxism,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7, China）

Abstract：A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s a new era of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we must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history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to help them develop an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and stay confident in the path, the theory, the system, and the cultur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the education of “histories of the Part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istory education. 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education of “histories of the Part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uch as representation of the whole bod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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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the imbalance of the whole-process education, and inadequat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resources. The 
education of “histories of the Party” must follow the law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center around 
schools, teachers and students. All-round history education of “histories of the Party” in the whole process with 
all-staff should be greatly promoted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present the soul of China.
Keywords：“histories of the Party” education; “all-round education in the whole process with all-staff ”;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ractical path

历史是来路之由，是新程之基。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不可以没有历史，不可以忘记历史，不可

以枉顾历史事实，不可以违背自身历史发展规律。

说到底，历史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永续发展的

重要基因，树立正确历史观是国家、民族永续发

展的基本原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解历史

才能看得远，理解历史才能走得远。要教育引导

全党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

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

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

创造性。”[1] 党员是国家的先锋队，大学生是国

家的未来。当前国际环境错综复杂，各种外来文化、

敌对势力时刻冲击着新时代的大学生群体。为应

对这些挑战、保证民族永续发展，必然要抓好历

史教育。2021 年 1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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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习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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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四史”的重要论述指明党史、

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这“四史”

是一个系统的整体，是接续传承、融会贯通的关

系。“四史”是历史教育的基本要素和关键部分，

也是大学生历史教育的重要抓手，其目的是要不

断增强广大人民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

同和情感认同。抓好大学生“四史”教育需要把

握大学生群体的教育特点，要以符合思想政治教

育规律的手段开展大学生“四史”教育。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上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员

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

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3]“三全育人”是围

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坚持育人导向和问题导

向的基础上提出的，其为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同时也为大学生“四

史”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基本遵循。因此，从“三

全育人”的视角出发，统筹各种育人资源，构建

全员参与、全过程衔接紧密、全方位渗透的育人

模式是新时代高校开展“四史”教育的重要保障，

其能够在学习教育中引导学生知史爱党、知史爱

国，将所学成果转换为实践动力。

一、“四史”基本内涵与“三全育人”

视域下高校开展“四史”教育的意义

开展“四史教育”是高校实现立德树人、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有力抓手。要落实好“四史”

教育的基本目标就要确保其教育过程的全面性，

即以全员、全程、全方位的教育开展高校“四史”

教育活动。

（一）“四史”的基本内涵

“四史”即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其内容各有侧重，具有多维度、

多视角、实践性、强针对性的特点，时间线贯穿

近代至当代，面向未来。整体而言，“四史”是

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史，是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

导人民谋独立、谋发展、谋富强的奋斗史，是马

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上的探索史。

百年党史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奋斗史。中国共

产党在建党之初就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根本宗旨。百年来，党深深扎根于民，厚植为

人民服务的信念，切实走群众路线，始终把实现好、

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

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永远把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不断增强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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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从“为人民服务”到“以

人民为中心”，百年来无论世情、国情、党情如

何变化，党的人民理念和人民情怀始终如一毫不

动摇，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深刻回答了“为了谁，

依靠谁”的时代问题。

新中国史是中国在共产党的带领下由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史。中国共产党创造性运

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逐步建立并巩固了新中

国的国体、政体、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

根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

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目标，推动制订和实施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引领新中国走

上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正确道路。

改革开放史是中国共产党推动社会主义制度

不断完善的实践史。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党中央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对

历史发展趋势的科学洞察，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

历史性决策，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历史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攻坚克难，

以经济体系改革为牵引来推进文化教育、医疗卫

生、住房市场等领域的体制改革，有效提升了我

国的综合实力。

社会主义发展史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

从理论到实践的探索史。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

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共产党将社会主义不断“内化”，形成了以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为主要理论成果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面向未来的不断探索中继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为世界社会主义再创辉煌。

“四史”中党史以党的发展为主线，主体是党；

新中国史以新中国的发展为主线，主体是国家；

改革开放史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发展为主

线，主体是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发展史以社会主

义运动为主线，主体是主义。“四史”贯穿了中

国共产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相互融合、承

前启后、接续发展的历史，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党的领导贯穿“四史”发展的每一个节点，

具有鲜明的共产主义色彩。

（二）高校开展“四史”教育的意义

1. 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历史观的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学习党史国史的重要讲

话中多次强调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把握历史的

整体性，尊重历史的客观性，用“大历史观”的

视野去看待历史，不能割裂和虚无历史。树立正

确的历史观是筑牢“四个自信”的根基，是帮助

大学生树立是非观念的必然要求。党史、国史、

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简单来说就是中国

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

实践史，四者构成一个内在统一的整体，体现了

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有

机联系。用“大历史观”的视野去看待党史、新

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把百年

党史、70 多年的新中国史、40 多年的改革开放史

以及 500 多年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史，放到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斗争史、中华民族文明史和近

代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史中去认识和把握。通过开

展“四史”学习教育，让学生汲取历史经验，把

握历史发展大势，充分认识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

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

“四史”教育能让学生掌握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

人民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富强的全过程，从而理

清历史脉络、认清历史事实，培养正确的历史观，

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做到理论上的清醒和政

治上的坚定。

2. 坚定大学生理想信念的需要

大学生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其理想

信念教育事关“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

这一方向性、全局性、根本性的战略问题。历史

是理想信念教育的生动教材和基本依据，是大学

生理想信念形成的基础。没有正确的历史事实认

知和正确的历史观，就绝无可能有正确的历史认

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因此，抓

牢、抓好历史教育，是坚定大学生理想信念的需

要。而“四史”作为历史教育的重要元素，其本

身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是理想信念教育的最好教

材。党史中有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高于天的真

实写照：革命战争年代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

长征精神体现出共产党人的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新中国史中有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改

革开放史中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这些都

是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对党忠诚、不

负人民的真实写照。因此，“四史”是一座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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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信念光辉的宝库，是理想信念教育的生动教

材，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精神动力，是大

学生的营养剂和清醒剂。高校要大力开展“四史”

教育，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用正确的历史观强

健体魄、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抵御文化渗透，筑

牢高校意识形态前沿阵地，让学生在“四史”教育

中体悟先辈们理想信念的坚定、理想信念的力量，

让当代青年人的精神和思想得到洗礼，避免精神上

的“缺钙”。

3. 增强大学生“四个自信”的需要

“四史”尤其是百年来党的历史就是“四个自

信”的书写史。中国共产党总结近代以来历史发

展的基本逻辑，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带领中

国人民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之路。这是

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是不以任何人的意愿为转移

的内在规律。通过开展“四史”教育让学生理清

“行”“能”“好”的内在逻辑，使青年学生更

加明晰“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行得通”“为

什么中国要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中国共

产党能够带领中华民族走向富强”这三个问题的

答案 [4]72-74。学生在“四史”学习中可以进一步增

强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马克思主义

的信仰、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信任、对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坚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

化自信。

（三）“三全育人”与“四史”教育的内在联

系

“三全育人”即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

位育人，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

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提出的坚持

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要求。其总体目标是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

持和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紧紧围绕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

育人优势，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为

关键，切实提高工作亲和力和针对性，强化基础、

突出重点、建立规范、落实责任，一体化构建内

容完善、标准健全、运行科学、保障有力、成效

显著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使思想政治工作

体系贯通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

体系，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三全

育人”的落脚点在育人，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最新要求。因此，要在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一般规

律的前提下抓好“三全”的育人过程，构建为党

育人、育人有德、信仰育人的良好局面。

“四史”本身与高校思政课的逻辑是内在契合

的。从内容来看，“四史”中党史的发展轨迹与“中

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内容紧密相连，其教学

目标主要是帮助大学生深刻领会“四个选择”，

即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

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为什么选择了改革开放。由党史理解“四个选择”，

加深学生的道路认同、制度认同。“四史”中新

中国史的发展历程与“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目标

趋同，新中国史有利于引导大学生树立“四个正

确认识”，即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正

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正确认识时代责任

和历史使命，正确认识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由

新中国史树立“四个正确认识”，加强学生的国

家认同。“四史”中改革开放史的开拓历程与“毛

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

的教学内容相关，改革开放史有助于大学生厘清

“三个为什么”，即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为什么

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

什么好。“四史”中社会主义发展史与“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的课程要求相契合，社会

主义发展史帮助大学生增强对“三大规律”认识，

即增强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由社会主义发展史学

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提升对世界社

会主义事业发展信心。总的来说，“四史”是思

想政治教育的生动事例和绝佳教材。

“三全育人”视域下高校开展“四史”教育

的支点是理想信念。“三全育人”是思想政治教

育的最新要求和最新遵循，“四史”是思想政治

教育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例证。“三全育人”

聚焦“全”的要求、理想信念的核心，具有鲜明

的政治指向性，而“四史”正是统领于中国共产

党的奋斗史，同样具有鲜明的政治指向性。由此，

“三全育人”与“四史”教育是相互契合的。因此，

要抓住“三全育人”的“全”的要求，全局统筹“四

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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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全育人”视域下当下高校“四史”

教育实施过程中的问题与缺憾

（一）家校社“四史”教育合力尚未形成

高校开展“四史”教育需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

的力量，构建一个全员参与、齐抓共管的教育工

作格局。目前在高校中全员开展“四史”教育的

理念尚未被普遍接受、全员开展“四史”教育合

力尚未形成，其主要表现为在“四史”教育中学

校“独位”、家庭“缺位”、社会“错位”。

学校是教育的主战场，同时也是“四史”教育

的主阵地。当前对青年学生进行“四史”教育的

任务几乎全盘交托给了学校，没有发挥家校社协

同教育的作用。在家庭教育中，家长只关心需要

考试的科目，“四史”作为非量化考核的教育内

容无法引起广大家长的重视，家庭教育中缺少对

“四史”内容的教育意识。在社会教育中，于“四

史”教育而言，其最先提出的目的是党员干部教

育，因此社会资源也偏重党员干部的“四史”教育。

这就使得社会资源对于“四史”教育的托举作用

没有得到充分地发挥，专业研究人员、优秀校友、

老红军等社会资源在“四史”教育中对青年学生

的影响程度还远远不够。

（二）“四史”教育过程的全程性体现不均衡

“全程育人”在形式上表现为从学生进校到毕

业的全过程教育，而要旨在于能够将思政教育的

所得转化为现在和未来的自觉行动。当前部分高

校在“四史”教育的开展过程中全程性把握不好，

主要表现为“四史”教育的内容不系统、时间不

连贯、资源整合不到位。

1.“四史”教育内容不系统

当前，高校思政课程的主体为马克思主义、毛

泽东思想、道德修养、国家发展形势和政策、法

律法规、中国近代史等内容。“四史”教育的主

体内容为爱国主义教育、道德教育、历史观教育、

文化制度教育、法制教育等。在内容构成上，“四

史”教育与高校思政课程有许多重叠的地方，这

就导致部分高校对“四史”内容的教育在思政教

育的内容框架下进行，只是依托思想政治教育公

共课教材进行“四史”知识的片段性教学，并未

将“四史”教育内容系统化。每种教育内容都有

其各自的规律，主体不同方略不同，在思政教育

的内容框架下开展“四史”教育反而会造成以“四

史”为主体的教育割裂。以传统思政课程为例，“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偏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方法教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偏重中

国近现代史的发展脉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偏重以毛泽东为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人及后继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

承与发展。一些课程教师在教学时只会以历史为

例进行教育，不会对学生进行专门的历史教育。

这种“穿针引线”式的“四史”教育无法展现“四史”

严密的历史系统性，无法突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主体性。这种不系统导致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中

获得的“四史”知识较为零散，出现“学了像没学”

的情况，难以对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

社会主义发展史形成系统认知。

2.“四史”教育时间不连贯

学生的发展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高校应当根

据不同阶段的教学目标和大学生的认知特点，有

针对性地开展“四史”教育，覆盖学生学习的全

过程。大一阶段应激发学生学习“四史”的兴趣，

掌握“四史”知识，明确“四史”学习的目的；

大二、大三阶段应通过各种实践活动，将所学知

识转化为自身信念，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大四

阶段应将“四史”知识与实习经历相结合，在“四

史”学习中培养工匠精神、敬业精神。但部分高

校在开展“四史”教育时缺乏系统性思维和整体

性谋划，导致时间节点上出现偏差，考虑到大三

大四学生忙于考研、就业等事情，这些学校把“四

史”教育的重点放在了大一大二学年，使得各学

年之间不能有效衔接，“四史”教育出现断层。

这就造成了“四史”教育的实效性不足，“四史”

教育的效果得不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深入。

（三）“四史”教育资源的全方位整合不到位

高校开展“四史”教育应将各种教育资源、教

育载体进行有效整合，实现协同联动，让学生感

受“四史”的趣味性、生动性和感染性。然而在

现实中，不少高校由于开展“四史”教育的形式

单一，落入了“假、大、空”的俗套。其主要表

现为重思政教育、轻学科融合，重显性教育、轻

隐性教育，重线下平台、轻线上平台。

1. 重思政教育、轻学科融合

“四史”教育作为侧重意识形态的历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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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教育过程主要由通识课中的思政课程完成，走

的还是传统的思政教育的路子，并没有获得其他

课程的补充。其他课程没有担负起协同育人的作

用，导致思政课程出现教学时长不变而教学内容

激增的情况，使得教学过程充满“填鸭式”意味；

大多数学生更愿意将时间和精力放在专业课程的

学习上，这就导致“四史”教育的效果不尽人意。

少了学科联动，“四史”中丰富的教育资源并未

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将“四史”教育与课程思

政、学科发展相割裂，忽略各类学科的教育作用，

就会导致学生不能将自己所学所得与自身专业相

贯通，最终使得“四史”教育停留在表面。

2. 重显性教育、轻隐性教育

理论讲授一直以来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最

主要的开展形式，“四史”教育也不例外。目前“四

史”教育最大的特征是开展方式较为单一，仅限

于课堂教育教学范围，教师讲、学生听，缺乏趣

味性和吸引力。相比于说理性较强的显性教育，

潜在性、开放性、及时性的隐性教育更加容易为

学生群体所接受，能够不断提高学生接受“四史”

教育的悦纳感、激活学生的主体能动性，因此在“四

史”教育工作方面能够产生良好的效果。但目前“四

史”教育主要局限于思政课堂和理论宣传，校园

文化、社团活动等学生喜闻乐见的隐性教育方式

没有得到重视。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之间的失衡，

造成“四史”教育枯燥乏味，让学生产生了倦怠

情绪和“不愿学、不想学”的心理，致使“四史”

教育效果不佳。

3. 重线下平台、轻线上平台

在“四史”教育的开展过程中，部分高校拘

泥于传统的教育方式，对于学生使用率较高的网

络平台没有给予重视，教育过程中仍然以填鸭式

的理论灌输为主，方式方法单一，教学渠道有限，

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难以提高学生“四史”

学习上的主观能动性。另外，当前新媒体融入高

校“四史”教育的形式较为单一，主要采用“图

片 + 文字”的宣传方式，通过微信公众号、学校

官网等途径让学生被动接受知识，且内容较为枯

燥乏味，难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导致学生的参

与度较低。新媒体利用率低使得“四史”教育过

程中无法实现实现线上与线下双向教学、教师与

学生的双向互动，大大削减了育人效果。

三、“三全育人”视域下高校开展“四史”

教育的路径与措施

“三全育人”是指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及全

方位育人。“三全育人”的独特优势在于能够将

各个教育资源统筹起来，有序协调开展教育工作。

因此高校开展“四史”教育应在“三全育人”的

视域下，从多方面入手，构建全员、全过程、全

方位的育人格局。

（一）构建全员参与教育模式，凝聚“家校社”

教育合力

高校要构建学校、家庭及社会“三位一体”的

“四史”协同育人机制，强化家校共育特别是家

庭教育在“四史”教育中的关键作用。首先，通

过学校的联络纽带，利用学校微信公众号等形式

向学生及家长推荐历史书籍、推送历史资料；结

合“四史”教育主题，开展“我说我的家风家训

故事”“爱家系列评选”等活动；组织学生和家

长共同观看红色电影，营造“四史”教育家校共

育良好氛围。其次，高校的“四史”教育不能停

留在课堂，还需要走进社会，持续融入社会实践。

高校应注重纽带功能，将“四史”教育的课堂延伸，

要充分调动各二级学院和校基层党组织的联系能

力，组织学生面向基层一线开展理论宣讲活动，

在实践中增强责任意识、涵养家国情怀、培养使

命担当。

（二）把握全程有序“四史”教育过程

1. 把握“四史”教育的系统性

从个体上看，“四史”各部分各有特色和侧

重点；从整体上看，“四史”之间时间上有重叠、

内容上有交叉、逻辑上有关联。因此，在开展“四

史”教育的过程中，既要有针对性地讲解每一部

分的核心要义、价值意蕴，又要从共性上把握“四

史”的脉络、规律和本质，注重“四史”教育的

整体性和系统性。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

程作为“四史”教育的基础课程，让学生在学习

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

过程中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历史

观，为其他课程的讲授奠定基础。将“毛泽东思

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和“中国

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作为核心课程，在“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课树立了大历史观的基础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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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把握“四史”教育的主线和主题，把握“四史”

之间的深度融合、接续传承和因果递进的关系，

不断增强学生的理论认同、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

将“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作为提升课程，在掌

握理论的基础上重点挖掘教材中的“四史”元素，

将“四史”精神、“四史”故事融入到教学中，

用生动的故事讲解抽象的精神，让“四史”以更

加生动鲜活的方式走进学生心里，帮助大学生厚

植爱国情怀，坚定理想信念。

2. 把握“四史”教育的连贯性

“高校‘四史’教育要在仔细分析大学生成长

成才成人特征以及规律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年级

学生特点和需求认真谋划教学模块，循序渐进渗

透育人全过程，培养一批又一批拥护中国共产党、

把个人理想与国家发展结合起来、立志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终身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5]94 具体而言，第一学年夯实理论基础，

通过思政课教学和专题讲座，让学生掌握“四史”

理论知识；第二学年提高理论高度，组织学生阅

读与“四史”有关的经典书目，并举办读书报告会，

让学生对理论知识进行整合，进一步加深对“四

史”的认识；第三和第四学年深化实践深度，引

导学生将学习的理论知识同实践相结合，通过“四

史”教育的实习，将自身专业与“四史”有机结合，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的强大动力。

（三）形成全方位“四史”教育格局

1. 教育过程全方位融入

思政课程是“四史”教育的重要载体，但仅

仅依靠思政课是远远不够的，应找到“四史”与

各学科之间的关联，把“四史”精神因势利导、

顺势而为地融入到专业课教学中。如，人文类学

科教师可以从文学史料切入，从文化作品中分析

重要历史人物的精神、重大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

构建“四史”学习的知识体系网；理工类学科教

师从理工思维和理工方法切入，把“四史”学习

教育同学科专业教育深度融合，从理工学者的奋

斗历程中把握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的伟大精神，不断增强“四个自信”；艺术类学

科教师从艺术创作和艺术发展切入，让学生在艺

术作品中领悟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由此

深刻领会唯物主义史观的基本观点，把握共产党

人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使命担当。

2. 文化活动全方位融入

高校应充分挖掘所在地区特有的红色资源优

势。红色资源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文

化底蕴，是不可再生的活化石，在“四史”教育

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高校应组织青年学

生参观革命遗迹、瞻仰革命文物、讲述红色革命

故事，用活红色资源，讲好“红色记忆”，聚焦“信

仰之力”，充分发挥“红色文化”的重要育人功能，

让广大青年学生生动、鲜活、深刻地学习历史知识、

了解历史脉络、掌握历史事实、坚定“四个自信”。

二是高校要持续推动“四史”融入校园文化建设。

精心打造红色文化长廊，按照中华民族站起来、

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脉络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

的重要事件与重大成就绘制成图片，张贴在教室、

图书馆、宣传栏等场所，通过图文方式还原重大

历史事件，让“四史”教育更加直观。同时，优

化校园文化软环境。把“四史”学习教育融入有

活力、有特色的校园文化活动中，通过组织学生

观看红色影片、举办主题演讲活动、“四史”知

识竞赛等，在校园内形成“四史”学习教育的浓

厚氛围，推进校园“四史”学习身临其境，让“四

史”知识润物无声。

3. 新媒体推送全方位融入

当今新媒体发展极为迅速，改变着人们获取信

息的方式，深受大学生的喜爱。因此高校开展“四

史”教育要用好新媒体技术手段，通过微信、易班、

短视频平台，构建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四史”

学习教育模式，有效增强“四史”学习的生动性、

时代性和吸引力。教师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开设“党

史的故事”“新中国的故事”“春天的故事”等

栏目，让学生在一个个事件和故事中串联起“四

史”的内容和主线，了解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

奋斗、改革历程；依托易班平台推出“四史”学

习教育专栏，实现课程共享、动态发布、交流研讨、

在线测试；在易班上发布“三个为什么”讨论帖，

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热烈讨论；积极组织策划“四

史”线上趣味挑战赛、“四史”短视频大赛等引

导广大青年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综上所述，学习党史就是要通过红色资源对

学生进行引导，让他们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的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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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奋斗史，让初心薪火相传，把使命勇担在肩；

学习新中国史就是要透过中国发展历程认识到中

国今日成绩的来之不易，从历史中学习经验智慧；

学习改革开放史就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增强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学习社会主义

发展史就是要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当前，我们正处于两个

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的关键节点，高校应主动作

为积极开展“四史”学习教育，紧紧围绕立德树

人的根本任务，坚持育人导向和问题导向，以“三

全育人”的精神充分挖掘“四史”中的思政元素

和育人逻辑，统筹学校、社会、教师和学生，为

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让学生在“四史”

学习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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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７页）而是在扎扎实实的实践中奋斗出

来的，人民群众是参与奋斗实践的主体，只有亿

万人民群众共同参与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以及社

会各方面的生产活动，才能一砖一瓦架构起美好

生活。

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

保证，是帮助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领导力量。“构

筑美好生活的中国道路，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7] 立足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强

调，“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

渝的奋斗目标”[8]，强有力地宣告了党带领人民

继续取得新的伟大胜利的决心。中共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实现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深谋远虑、科学谋划，提出了一系列

重大方针政策、开展了伟大的社会实践。其中包

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美好生活的

价值主体、实践主体、共享主体定位于人民群众；

提出更适应人民美好生活期待的新发展理念；提

出为世界人民谋求幸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同

时为了完善和巩固党的领导，夯实党为人民谋幸

福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全面从严治党引

向深入，加强党的自我革命，增强了党的政治领

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社会发展欣欣

向荣，人民生活安居乐业，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正在转化为生动的现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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