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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党支部推进“四史”教育的时代价值与途径
李  飞    吴  楠    李  根    陈丽敏    郭书哲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石家庄  050000）

在党的十八大会议中，我国最高领导人习总书记明确提出
必须在全中国范围内广泛开展“四史”教育，让全体党员及全
国人民深入了解我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以及社会主
义发展史。习总书记在多个会议中屡次强调培养全中国人民历
史思维及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价值，这足以证明不断推进并持
续普及“四史”乃是新时代背景之下的崭新课题。

1、“四史” 教育的丰富内涵与内在关联

实际上，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这四段历史并不是连续的，“四史”我国发展的时间坐标轴上
互相交错，内容上有所差异却又密不可分、息息相关。从某种
程度上讲，“四史”中的任何“一史”都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进程中不可缺失的重要一环，代表着我党自成立之初领导
全国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以及民族伟大振兴的奋斗史、发展史，
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总而言之，“四史” 是在中国共产党的
英明领导之下，为人民谋幸福、社会谋发展、为国家谋振兴的
宏伟目标予以展开的伟大历史斗争。

2、高校加强“四史”教育的价值意蕴

首先，“四史”教育具有十分丰富的精神内涵，其中涵盖
了爱国主义精神、并冈山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等，深刻
影响并塑造着高校学生的三观。其次，“四史”教育作为加强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力法宝，有助于引导高校大学生正确
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明确所肩负的使命与职责。再者，在高校
贯彻落实“四史”教育是对党的教育方针的严格落实，深化立
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符合党对学校绝对领导的时代要求。由此
可见，在新时代背景之下，在高校学生党支部深化“四史”教育，
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3、高校加强“四史”教育的路径探究

3.1  加强顶层设计
首先应该明确“四史”教育工作的开展并不局限于某单一

教务部门，更不仅仅只是马克思学院或一部分思政教师的教学
任务，而是全校各教务部门的共同工作，需要高校内部所有职
能部门以及专业学院的共同努力、协同配合。其次，高校务必
积极主动地整合并利用校内资源，广泛开展与高校“四史”教
育活动相关的文化活动以及各种志愿者活动。除此之外，高校
应创新“四史”教育的考核评价方法，把“四史”教育纳入至
党建考核体系中。高校需要积极地转变传统单一的“四史”教
育课程考核评价方式，并及时对其进行科学创新，根据学生的
个性化发展制定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以及评价流程。课程考核
评价需要全面的检查高校学生对所学思想政治内容与“四史”

高校作为我开展并普及“四史”教育的重要阵地之一，对于严格贯彻教育理念、教育目标；有效落实党的教育政策、教育

方针大有裨益。针对高校学生党组织部展开“四史”教育不仅能够帮助高校学生树立理想信仰，而且对于养育高校学生的

爱国主义情操很有帮助。基于此，本文从实际情况出发，首先，简单介绍了我国所推行“四史”教育的丰富内涵与内在关

联之所在；其次，针对高校所开展的“四史”教育工作的价值与意义进行深入分析与探讨；最后，有针对性地为高校学生

党组织部“四史”教育工作的开展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实现途径，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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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与此同时，高校更应该关注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反映出来的情感、意志、学习态度、情绪、审美以及进
步状况等内容，将这些内容进行综合性的总结。“四史”素养
的考核评价需要从思想政治基础知识、实践能力以及学生个人
历史思维及综合素养等四个方面进行多元化的考核与评价，与
此同时考核方式应该采用常态化、动态化以及滚动式的形成一
个全方位的评价模式，将“四史”有机的融入到“四维一体”
育人模式的整体性考核评价中，进而使得高校学生党建考核评
价体系更加完善。

3.2  完善“四史”课程体系及教育机制
在时代背景之下，高校应广泛开展与政治学科相关的学科

活动，并不断丰富高校教材、教学设备、完善教学体系，加大
高校思政教师队伍的建设力度，完善“四史”课程体系及教育
机制，以期提升高校学生政治认同素养及历史思维能力。众所
周知，学科活动是对高校“四史”课堂教学的有效补充与升华，
有效的学科活动不仅可以让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变得丰富多姿 ,
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学生学习政治思想课程的主动性与
积极性 , 对学生的学科核心能力与历史思维能力的提升大有裨
益。思想政治课教师应当根据学校、学生的实际情况科学、有
序地开展系列学科活动。如跟着习大大学用经典微课 , 每周利
用升旗仪式的机会由老师择选习主席引经据典的案列跟同学们
一起学习 , 再由经典拓展到为人处世的道理 , 这是既是一种传
统文化的传播更是一种政治信念的教育 ; 如组织学生开展时事
政治知识竞赛 , 通过竞赛既能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又可以培养学
生关心国家大事的兴趣,进而在学生心中播种红色精神的种子，
传承红色基因 ; 如组织“讲好红色故事”演讲比赛 , 通过深讲
既能提高学生的思维、表达综合能力 , 又能更好的传承红色基
因 , 继承优秀革命传统 ; 除之此外，高校辅导员还可以组织并
开展“红色随手拍，青春新征程”——plog 分享汇；“绘四史
经典，溯红色初心”——四史手绘速写设计大评比；“忆往昔，
重温红色记忆” ——征文比赛等学科活动。这些活动既紧扣时
政具有很强的亲和力 , 又能直接帮助学生了解当下并体会先辈
创业的不易 , 更能直观见证国家的强大并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秀 , 从而自觉地提升学生的政治认同素养 , 激发学生们的
爱国情感，于潜移默化中培养高校学生的历史思维。

3.3  充分利用并整合新媒体资源，采取行之有效的“四
史”教育工作方式

3.3.1  “四史”课程的线上自主学习
在新媒体背景之下，高校应该加强高校学生“四史”课程

的线上自主学习的引导力度。在线课程的线上自主学习主要是
依靠在线网络学习平台，构建、完善并健全信息化的课程学习
资源库，主要包括融入社会人历史、思想政治元素的教学视频、
录屏课件、微课、大学生慕课、题库以及学习辅助资料等相关
的教育教学资源等，同时还包括大学生思想政治课堂教学过程
中的线上交流讨论、线上测验以及线上“四史”作业练习等内容。
因此，高校应该针对大学生开展在线课程的线上自主学习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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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课程，辅以灵活多变的教学手段相结合，进而引导高校学生
“四史”课程的线上自主学习。首先，高校应该按照大学生“四史”
课程老师的教学理念、教学要求以及教学方针组织并开展线上
思想政治课程或一系列与人文思想有关的线上活动，其中“四
史”课程的相关内容与学生实际对于高校学生所真正掌握的知
识水平相结合；其次，再结合具体情况利用多变的教学手段进
行趣味教学。例如，用新媒体手段如 : 腾讯会议、微信公众号、
超星学习通等；再者，高校在直观传授的基础之上创新性的融
入任务驱动和自主思考环节，布置具体人文“四史”的学习任务，
让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培养学生分析、处理问题的
能力及独立探究、协调合作的精神，以及提高高校学生的思想
政治素养和历史思维能力，从而达到网络“四史”育人的最终
目的。

3.3.2  创建翻转“四史”课堂的线上学习活动
创建科学有效的翻转课堂线下合作学习的主要目的提高高

校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以及思想政治修养。高校应鼓励学生独
立学习、小组协作。比如高校分班级、分专业建立“四史”小组，
并挑选一人担任本组组长，组长需要在每次学习任务下发时合
理分配学习成员的学习任务。通过组内合作、组外讨论最后进
行班级之间、专业之间、高校学生之间的“四史”知识比拼，
以提升学生政治认同素养以及历史思维，进而落实学校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基本要求。线下翻转课堂的教学由学习小组自由
发表自己的意见或是想法，主要的内容包括线上自主学习的内
容要点、重难点知识、学习感悟、遇到的困难等，教师需要积
极地鼓励学生敢于发表自己的想法，促使所有的学生能够互相
补充和完善，进而做到取长补短，不断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及
历史思维能力。高校可以根据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归纳和总结，
随后可以在 QQ、微信、B 站等各个平台上对进行问题答疑，
在满足高校学生心理需求的同时，使得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素
养于潜移默化中得到提升。

3.3.3  创建“四史”课程公众号
“四史”课程公众号的线上拓展学习不占任何课时，它只

是为了开拓学生的眼界、丰富学社的知识面积而创建的加分项
目。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高校可以充分的利用思想政治课程
公众号建立一个科学的虚拟学习社区，每周课程公众号都会向
学生推送 3 次左右的微型学习内容，主要包括各种类型的社会
文化、思想政治知识等。这样一来，具有加分项的学习方式在
很大程度上能够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四史”的兴趣和热情，进
而能够积极主动的参与到课程公众号学习活动中。新媒体背景
之下，高校开展“四史”课程公众号的线上拓展学习活动，也
可以帮助高校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让学生在正确的政治方向
指引下健康成长 , 核心素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 , 社会理解和参
与能力也得到不断提升。除此之外，高校还可以借助各类新媒
体平台，以“四史”内容为中心，广泛开展电子 vlog、历史教
育微电影、“红色”视频等文化产品及活动。

4、结束

一言以蔽之，历史不仅是国人的“清醒剂”，还是治国安
邦的“强心剂”，针对高校党组织部广泛开展“四史”教育活
动，旨在提升高校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及思想政治素养，因而，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展望未来，在新时代背景之下，高校学生
应该身肩使命、携带责任去学习历史、熟悉历史，并从历史中
汲取向上的动力，为推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以及实
践创新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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