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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四史"学习教育的实践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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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推进，国家对于高校学生群体的历史价值观念教育问题再一次提出了新的要

求。在这样的教育趋势引导下，四史学习教育的相关实践创新问题越来越引起了相关教师群体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本

文针对高校学生群体的四史学习教育实践和思考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研究和讨论，希望能够帮助相关教师在进行实际的校

园政治文化宣传工作开展过程中引发更多的思考，从而在整体上为提升高校学生的思想价值观建设质量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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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the promotion of China's education system reform, the country has once again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historical value concept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Under the guidance of such an educational 

trend, the relevant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issues of the four-history learning and education have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wide 

attention and heated discussion among the relevant teachers.This paper for the four history of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education 

practice and thinking of the deep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hope to help relevant teachers in the actual campus political culture 

propaganda work process cause more thinking, thus on the whol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values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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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四史学习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可以提升高校的党

建育人教学质量，同时也能为加强学生的政治信仰和历

史价值观念起到深远的影响作用。因此为了能够更好地

促进四史学习教育在高校宣传工作当中的应用效果，相

关教师应当进一步优化自身的教学思路，通过结合党史，

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以及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相关内容

作为教学引导和宣传的主要核心，并且对学生学习和实

践的相关难点问题进行有效优化。构建更加科学高效的

四史学习教育模式，促进校园党建工作的深化发展。

1高校学生四史学习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1学习工作的深入度不够

在实际的高校学生四史学习教育工作开展过程中，

由于大部分学生群体普遍由经历改革开放发展和创新潮

流的90后群体组成，因此对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蓬勃发

展的黄金时期和相关成就更为熟悉，而对于共产党历史

长河当中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则产生较大的认知距离。这

样的实际情况不仅造成了学生在进行四史学习的过程中，

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和事物的认知仍然停留在较为固定僵

化的认知层面，而对于其中的细节和内在逻辑缺乏相应

的学习和认知深度。这样缺乏具体挖掘的学习工作开展，

不仅无法实现学生群体对于自身观念的改变和提升，同

时过于片面的历史内容学习也无法把握表层下的深层历

史发展规律。[1]除此之外，相关高校党支部宣传人员往

往由学生群体当中的优秀代表进行担任，因此缺乏相应

的系统化培训。这样的实际情况也造成了，在引导学生

进行四史学习教育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理论功底和历史

观点把握等方面的不足。这样的实际情况在进行相关文

件精神的分析和解读过程中更为明显，最终不仅造成了

整体四是学习教育的工作开展深入度相对较弱，同时对

于系统性知识的讲解也存在着表面化的问题。

1.2学习过程不够系统化

高校学生在进行四史学习教育工作开展过程中，由

于存在着对于知识概念的孤立性认知和理解，这样的实际

情况不仅抑制了学生对于四史教学内容的融会贯通质量，

同时也在另一方面缺乏对于整体历史事件之间的串联和

整体发展趋势把握。最终不仅造成了学生整体的学习过

程缺乏相应的系统性整合，同时也无法结合不同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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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变化过程来总结共同的经验和相关核心规律，最终

造成整体学习教育的质量受到较大的负面影响作用。[2]

除此之外，一些宣传人员更愿意将不同的历史学习内容

进行单独的专题学习和宣传，这样的实际情况虽然能够

更方便宣传工作的针对性和宣传效率提升，但是也在一

定程度上加剧了学生对于不同模块的鼓励学习习惯。一

些学生党员往往更愿意从自身感兴趣的专题内容入手，

在满足了相应的基础性内容之后缺乏对于其他内容的延

伸和发展。最终不仅使得四史的学习状态进一步受到割

裂，同时也影响了学生把握历史主线和四史知识体系的

掌握效果。

2高校学生四史学习教育的实践途径

2.1结合专业深化四史教育质量

为了能够更好地加强高校学生四史学习教育的实际

效果，学生党支部宣传人员应当注重在四是学习过程中

加入自主学习和集体学习的不同形式，并且结合不同专

业的相关知识内容和拓展深度来进一步丰富四史教学的

实际质量。在实际的教学工作开展过程中，各支部应当

开展相应的主题活动，从而不仅能够结合不同的专业知

识内容探索特有的历史文化内容。除此之外，相关党员

学生群体还应当认真学国家领导人有关四史学习教育的

重要论述和讲话，这样不仅能够进一步引导党员提升自

身的政治核心素养水平，同时也能够有效开展四史学习

的意义探究和教学延伸。这样的教学内容拓展不仅能够

有效明确学生群体对于四史教育学习的实际目标和意义，

也能够在另一方面为深入挖掘区域内的历史发展问题进

行有效的铺垫。[3]另外，相关教师还应当引入相应的专

家教授进行主题报告，从而不仅能够加深学生群体对于

四史相关内容和细节的有效认知，同时也能够在深入地

沟通和交流过程中引导学生感悟历史的发展规律，并通

过推荐相应的学习书单和读书分享会来进一步营造高校

学生群体的四史学习氛围。这样的工作内容开展，不仅

能够进一步巩固学生党员对于四史理论的学习效果，同

时也为能坚定学生学习和自我提升的初心起到深远的影

响意义。

2.2进一步加强实地寻访的实践教学工作落实

为了能够更好地激发学生对于四史学习教育内容的

学习和探究积极性，相关教师应当加强与院校管理人员

的沟通和交流，不仅能够给予学生更多的实践学习探究

机会，同时也能够引导学生通过自身的脚步来丈量四史

是发展变化的整体过程。在实际的实践教学工作开展过

程中，来进一步增强自身对于革命发展历史的深入认知。

同时在深入走访和实践探究过程中进一步加深对于四史

内容的有效理解。例如学生全体可以通过走访陕西，山

西，甘肃，上海等不同的省市，进一步结合四史学习教

育内容当中的一大，二大，四大和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等

红色革命地点进行有效探究。[4]这样不仅能够更好地感

受中国共产党的整体奋斗发展历史，同时也能够针对周

恩来等历史人物新中国发展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进行

深远了解。通过对于实践内容的有效理解和深刻体验，

学生群体不仅能够透过四史学习的相关文字内容进一步

感受到背后的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同时也能够在潜移

默默地学习过程中，进一步强化自身的历史使命感和社

会责任感。

2.3进一步加强宣传途径的技术应用效果

在传统的四史学习教育宣传工作开展过程中，由于

相关宣传与人员缺乏新技术的应用，因此整体的四史学

习活动和宣传工作开展往往只能通过较为单一的言语引

导和文字传播。这样的实际情况不仅与时代发展的整体

趋势产生了较大的矛盾，同时也造成了新一代高校学生

群体的抵触和抗拒心理。为了能够更好地解决这样的实

际问题，相关教师和宣传人员应当进一步通过新媒体等

信息化技术的有效应用，不仅能够在学生进行线上沟通

和交流的平台媒介进行更加深远的传播和引导，同时也

能为推动学生增强四史学习教育内容的认同感起到了深

远的影响意义。例如相关宣传人员可以通过结合微信公

众号以及b站平台等相关媒介，不仅能够结合学生更愿

意接受和理解的短视频形式来针对四史学习教育内容进

行有效创新，同时也能够得到更多学生群体的理解。这

样的教学工作开展不仅为4，是学习和教育的相关工作带

来了更多的粉丝关注，同时也为推动学生加强自身的关

键改变和思维塑造起到了深远的影响意义。

3高校学生四史学习教育的思考

3.1有效提升四史学习的认知高度

由于思想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行为的方向

和发展变化过程，因此只有加强高校学生群体自身对于

四史学习的认知高度和思维过程，才能够更好地对学生

未来的学习和发展起到更加深远的指导作用。因此相关

宣传人员和教师只有有效解决党员学生群体学而不思学

而不用的实际问题，从学生的思维和观念角度出发进行

有效的转变，才能够更好地将四史学习教育的内容落实

到学生的实际生活当中，同时也能够进一步帮助学生明

确四史学习内容是每位党员的必修课程。在实际的工作

内容开展过程中，相关教师应当注重四史教学中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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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和教育的有效融入，不仅能够将历史内容与思维逻辑

进行渗透融合，同时也能够结合对于历史发展变化的规

律总结来针对学生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行有效解决。[5]这

样的教学形式应用不仅能够更好的增强党员学生群体的

党性观念和政治觉悟，同时也为能充分调动学生群体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起到有效的思想共识作用。

3.2有效完善四史学习机制

为了能够更好地加强四史学习教育内容在学生群体

当中的渗透质量，相关教师应当将教学内容当中的理论

知识和实践内容进一步细化到党支部的组织架构当中，

从而不仅能够引导学生结合日常的党建工作开展进行相

应的学习和引导，同时也能够通过更加全面科学的制订

计划来充分贯彻相应的学习和会议质量。除此之外，相

关教师和党支部组织成员还应当构建监督和激励的相应

学习机制，不仅能够结合学习先进代表的激励作用来鼓

舞其他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也能够结合相应的监督

机制来培养学生形成更加优良的自学氛围。并在示范和

带动形式的运行过程中加强党支部与学生党支部之间的

有效联动。

3.3有效拓展四史学习的创新内容

为了能够更好地顺应年轻学生群体的学习习惯和认

知形式，在进行四史学习的过程中应当针对相应的学习

延伸内容进行有效的创新和拓展。这样不仅能够更好的

激发学生的学习和探究热情，同时也能够结合实事的相

关内容来提升学生的学习视野。除此之外，相关教师还

应当通过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创新学习教育形式，不

仅能够充分挖掘新媒体平台专题学习的相关优势，同时

也能够结合学生群体聚集度更高的新传播媒介有效提升

党员自主学习的参与率。最终能够更好地依托线上四史

教学的相关课程来进一步拓展学生群体的学习范围。

4结束语

综上所述，大学生不仅是蓬勃发展的新生洪流，而

且是未来能够促进社会进步国家发展的重要影响力量之

一。因此在国家和社会对于未来年轻人在全方位培养的

核心要求指导下，相关宣传教师应当进一步响应国家提

出的相关政策号召，拓展四史学习教育的相关内容，结

合学生的相关专业，有效的融合和发挥。让四史的相关

核心观念融入到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当中，同时也为促进

广大学生群体进一步了解和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

展历程做出有效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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