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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明鉴、资政育人。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情，不以人

的意志而转移，它存在的意义便是让人们总结过去的经验，充实

未来的生活，以史为鉴，借古论今。党的十八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进向前的必

修课”。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

展览馆全体志愿服务队员的回信中，明确指出“希望广大党员特

别是青年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学习党史、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

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和使命”。学好“四史”，勇于担当历史使

命在新时代青年的人生发展中愈发的重要。

1 学好“四史”对新时代青年的教育意义

历史的发展脉络是曲折的，但是历史发展的方向总是向前

的，我们总是不断地通过历史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其目的是为

了能够做到以史明鉴，借古鉴今。学好“四史”要有中华五千年

的文明史，要有世界五百多年的社会发展史，要有中国人民一百

多年的对抗侵略的斗争史，要有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奋斗史，要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多年的发展史，要有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就

史，也要有中国社会主义六十多年的实践史。新时代青年应培养

历史思维，了解历史脉络，学习我们党在百年奋斗中，为实现共

产主义理想而抛头颅洒热血的拼搏精神，学习峥嵘岁月中共产党

人为实现理想信念不懈奋斗的精神；学习认识新中国成立七十多

年来的艰苦探索，坚定新时代青年对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坚守；学习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在

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及自我革命的魄力及远见；学习社会主义发展

史，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使命，体会一代代前辈们的斗

争精神、革命精神。通过“四史”的学习，可以引导新时代青年

正确认识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增强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及中华民

族自豪感的提升，同时正确引导新时代优秀青年将自己的前途与

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坚定理想信念，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补

精神之“钙”，勇于担当历史使命。

2 学好“四史”对新时代青年的重要价值

新时代青年通过学习“四史”，增强青年的价值观认同、

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与社会主义建设者、接班人及党和人民事业

息息相关。当下我国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关键时期，只有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机遇才能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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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是资政育人的教科书，是明辨是非的补给站，是知行合一的强心剂，
无古不成今，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至今都十分重视历史实践和历史教育，这是中国共产党将在理论思想武装中的一项重大战略方针。如
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新时代发展要求新时的代青年学好“四史”，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发展思想政治
教育中的一项中要举措，新时代青年应当勇于担当历史使命，牢记初心，砥砺奋进，补足精神的“钙”，牢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家园，
在历史长河的考验中交出完美的答卷。

【关键词】“四史”；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

现在，面向未来。因此新时代青年学好“四史”具有十分重

要的价值意义。

当今世界，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新潮思想层出不穷，外来文

化冲击巨大，历史虚无主义以多种具体形象化的方式出现在大众

的视野中。很多自媒体通过篡改史实、夸大吹捧的方式曲解真实

历史，以达到博取眼球为手段而从中赚取利益。这对青年的发展

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从而削弱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能力，

这会使青年群体无法掌握正确认识历史的科学方法，进而误解党

的历史功绩，影响党的执政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虚无

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

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学好“四

史”，掌握真实的历史史实，了解“四史”中的重要事件、会议及

人物，挖掘其中的哲学理论及道理，感悟其中丰富的精神文明涵

养，增强历史方向感、认同感和归属感，使新时代青年得到精神

层面的熏陶和道德层面的洗礼。以史明鉴、资政育人，学好“四

史”对于青年群体增强抵御历史虚无主义和增强文化自信有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

学习“四史”，通过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待问题，运用马克

思主义理论观察思考问题。让青年群体坚定党的领导，坚定四个

自信。回顾历史的发展，1921年，一群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思想解

救中国问题的先进青年汇聚上海，创建中国共产党，自此之后，中

国共产党便义无反顾的肩负起复兴中华的艰巨且漫长的历史使命，

并一直带领着中国人民进行斗争革命、社会建设及改革开放的伟

大事业，谱写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中国共产党百

年来的发展在实践中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顺应了中国近代

发展中的内在规律，同时也顺应了人民的普遍需求。从“四史”中

我们可以学习到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选择中国

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为什么行，同时阐明中国共产党

在国际地位的变化，阐释了中国道路中所蕴含的智慧结晶。通过

“四史”的学习与感悟，能正确积极地引导新时代青年树立正确的

国家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对于新时代青年群体增强爱国意识、弘

扬建党精神和传承红色文化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

3 学好“四史”对新时代青年的目标指导

新时代的青年大多都与改革开放一起共同成长起来的。习近

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指出，“要

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同学习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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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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新时代我们进行伟大斗争、

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丰富实践联系

起来，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苦功夫，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

在深化认识中提高认识，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新时代青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尤其是在学习

“四史”中，应当从中汲取其中精神的“钙”，牢牢把握住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红色的，努力提高自身的党性修养和政治素

养。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以及方法作为认识世界和指导

实践的方式，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做到所学知识理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并将其

运用到实践中去，真正做到学思结合、知行一致。

新时代青年群体应当具有正确的历史观，通过“四史”中

重要人物的事件，感悟中国共产党人在各种条件下为心中理想而

奋斗拼搏的精神，弘扬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

音，增强爱国主义的情感共鸣，树立正确的目标指向，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四史”是实质便是中国一部壮

丽的奋斗史，奋斗则是实践的主体体现。新时代青年应自觉磨

练自身意志、主动修炼自身品格、时刻锻炼自身本领，积极投

身社会主义事业，将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时刻准备着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青春。时不我待、只争朝

夕，青年群体不仅仅要在求学阶段严格要求自己，同时也要在

社会实践中严于律己，将“四史”中的精神发扬并传承下去，

真正实现外化于行。

坚持中国情怀并兼顾世界，“四史”不仅仅是中国的四部

发展奋斗史，同时也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有序的、规律的、发展

的道路。无论是共产党、新中国还是改革开放，无时无刻不与

国际接轨。因此，新时代青年在坚守自己的理想信念的同时，

也要学会内外兼收，放眼世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初

心与使命紧紧联系在一起。把握历史脉络，学会以古鉴今；读

懂历史逻辑，汲取经验智慧；牢记历史使命，坚定理想信念；

勇担历史使命，做到细照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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