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3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2)2020,11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如今的时代高速发展，我们所需要的是为祖国富强发展投入
建设热情的多元性人才，更需要社会人才具备长期实践的精神价
值观，从而应对现代发展中各种不可预料的困难。从近年来社会
所遇到的难题来看，由于人和人密切加强联系，包括流感病毒和
疫情在内的状况层出不穷，相比于旧时期，更具有摧枯拉朽的势
头。同时因为社会人员长期处于稳定安逸的环境，缺乏实践能力，
因此在解决过程中耗费大量资源。高校教育培养的是社会人才，
发展目标理应紧跟时代，必须要营造多元实践的教学环境，培养
学生客观审慎的创新智慧，才能让学生在具备价值追求后，能够
在实践中激发创新感悟，进而强化社会工作所应配备的能力。思
政工作主要是培养学生的价值追求，使学生有需求参与社会事务。
将四史教育融入思政工作，则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对此系统阐述。

1　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工作的重要性
总书记在教育文化专家代表座谈会就教育方向的改革提出了

具体指导，他认为党的发展就是国家的发展，党和国家的命运始
终紧密联系，唯有站在党和国家的高度思考问题，才能把控全局。
事实上，党带领国家发展所创造的奇迹有目共睹，党时刻发挥着
引领作用。因而，党史也就是国家发展史，代表党和国家要走的
方向[1]。从历史唯物观来看，历史一直都在前进，回顾以前能
为后续的发展反思和改进，不同阶段的发展历程都是相互衔接和
联系的，因而习近平总书记才会将党史和新中国史放在一起，因
为党史和新中国史都有互相之间联系的缩影，都是党和国家彼此
之间用历史唯物智慧实践的缩影。正如国家和人民相联系一样，
社会各领域唯有站在国家和党这一整体发展的角度思考，才能有
意识的学习党史和新中国史，进而认知到统筹规划的重要性。回
顾四史，党和国家对于组成整体的各领域人民充分给予尊重，带
领各领域人民一起在历史中前进。高校教育中同样要把握全局的
战略走向，对学习教育的各个部分统筹规划，对串联教育工作的
流程梳理，对构成高校的师生尊重，站在师生的角度思考问题，以
历史发展前进的眼光制定师生的目标。将“四史”融入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一是有利于加深青年学生对历史规律性的认识和历
史必然性的把握，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为把握历史大势凝
心铸魂；二是有利于增强他们努力奋斗、开拓创新的勇气和力量，
为他们的成长补足精神之钙；三是有利于增强青年学生的使命担
当，提升他们的自我精神修养与社会责任意识；四是有利于培育
他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是及奋
勇搏击。

2　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工作模式的具体策略
2.1线上交流与线下互动相结合
高校教育管理者必须要将传统思政教学模式改变，构建出开

饭包容的实践课程模式。传统的思政工作停留在理论化阶段，
仅仅是对高校学生传授思政课程文本的内容，学生难以产生生活
化联系，因而存在思维散漫的情况。四史融入其中，要求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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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现代化水平的提升，教学领域也加大了工作方式的革新。高校作为培养社会实用人才的最佳途径，理应契合
时代发展特点，发挥战略导向作用，提升高校教育的专业化和多元化水平。思政工作是培养高校学生政治素养和人文素质的关键举
措，必须要挖掘出工作的多元价值，促使高校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本文对此研究分析，提出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工作的模
式构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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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管理者以历史唯物观的角度去看待教学过程，必须通过实体
的记录如项目表、计划书、报告册等对思政课程教学的进度情况构
建清晰的考察和评价制度，能够分阶段对思政课程的教学动态管理
研究和分析，决不能停留在唯心层面，仅仅口传心授，让学生自我
感悟[2]。同样，在历史唯物观的视野中，学生们所需学会四史
中传递的精神也应是和现代实践相契合的，不能停留在主观判断，
带有错误的导向。因此，高校教育管理者必须要对学生在社会所应
具备的实用人才技能规划目标，然后匹配学习技能所应具备的智慧
导图，对四史中具备时代价值的元提炼，帮助学生将四史中的价值
要素结合在适应性的实践场景，从而加深创新的感悟。因此管理者
需要构建开放和包容的教学环境，为学生搜寻信息化内容，让学生
能够通过多种渠道领会思政内容，通过线上传播四史融合思政的方
式，将四史清晰的划分为系列模块，提炼出价值要素，使学生清晰
的理解并且随时记忆和反思，保存个人的学习情况，做出动态的评
价。线下又可以让学生通过线上分配的模块任务，参与各种生活化
实践，从而强化价值引领的实践能力。

2.2借力高校思政课一体化统筹体系
为拓展“四史”学习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涵与外延，

让“四史”学习教育更好地走进校园、走进课堂、走进学生的头
脑，融入教学之关键环节，提升教学主体的认同度和获得感，调
动他们的荣辱感和使命感，支持更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成
为学习、讲授、传播“四史”的教学主导者，积极为“四史”学
习教育提供智力支撑和组织保障，比如天津理工大学天津多所高
校共同在蓟州区下窝头镇初级中学举办了“四史育人”教研论坛，
为唯物史观、历史理解、家国情怀等学科素养提升思想政治理论
课之知识传授、能力锤炼、担当意识搭建了平台，用“四史”感
召人、陶冶人、教育人，激发高校学生的知识、能力、情感、意
志、行动五个层面的担当、情怀、责任、信念。这，正是“四史”
学习教育的精髓所在。

3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时代的发展，培育学生多元技能已成为教

学诉求。高校教育必须要契合时代发展导向，不断改良教学模式，
使高校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进而愿意参与社会实践。思政
课程主要目标就是为了促进学生参与实践的热情，但在新时期，
还必须让学生逐步掌握多元化能力，从而真正具备综合素质。本
文为以四史融入思政课程为例，对高校教学模式提出了改良方向，
望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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