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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0 年 1 月 8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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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史”汇聚了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形成了包
括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两弹一星”精神、
抗疫精神等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强大的精神谱系。我们看到中国
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一路奋战的精神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的真实写照，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真实呈现，更是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个新“赶考”路上的价值指引。
高职院校贯彻落实好“四史”的学习教育，了解和发扬这些最
优秀的革命精神，引导广大高职院校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学习党的重要精神，从“四史”教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明
确自身的担当和使命，是十分迫切的现实需求。

1　学习“四史”是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的基础
理想信念对于个人和对于国家都至关重要。它不仅使人的精

神之钙，为我们前行照亮方向，更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历经岁
月的流逝而生生不息、奋发向前的活水源头。翻开历史的记忆，我
们会看到在中国共产党面对一次次考验、历经一次次挫折而又毅
然崛起，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每一步巨大
的转变都是因为我们党有着远大理想和坚定的信仰。而今天，我
们站在“十四五”开局之年，我们奋力走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的伟大征程上，我们面临着很多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是一些挑
衅。在关乎着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前途的重要时刻，我们越应该厚
植理想信念之基，补足精神之钙。在体悟学习革命先辈们依靠着
坚定的理想信念取得一次又一次胜利的同时，新时代的我们要从
英雄的故事中让我们的精神和思想得到洗礼，因为坚定地理想信
念仍然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继续向前的最坚强
的依靠。以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为例，在思政课教学中主
要通过案例横向、专题纵向的教育模式中引导广大学子，作为祖
国未来建设发展的续写者、参与者，要坚定理想、筑牢信念，铭
记新时代的强国目标，努力拼搏，用信念浇灌青春之花，才能创
造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
嘱托。

2　学习“四史”是大学生树立正确历史观的要求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是最好的营养剂。通过对历史的学

习和了解，是助力我们更好地开创未来的加速器。对于新时代的
建造者而言，认真学习历史，善于总结历史，我们广大青年学生
才能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才能增强文化自信，树牢中华文化的根
基。以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为例，在推进“四史教育”学
习中，主要通过思政课教师和团学教师协同育人的模式下，通过

“青马工程学习”、“进寝室送党课”、“团校课程”等，以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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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加强“四史”学习教育，意义重大。尤其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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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渠道、多覆盖的“三多模式”为着力点，引导我们的学生在“四
史”学习中正确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找到历史发展之间的必然
性与偶然性，看到历史的发展是向着文明社会不断迈进、不断发
展的。在历史知识中领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行”、“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现实意义，增进大学生的道
路认同、理论认同、制度认同，做到“两个维护”，意气风发地走
在新时代的奋斗路上。

3　学习“四史”是大学生化解思想困惑的途径
思想意识形态工作是高职院校思政教育的重点任务，加强

“四史”教育，有利于解决广大青年学生思想困惑问题。一方
面，通过“四史”教育，有效解决学生思想困惑问题。在新
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多元文化日渐冲击着广大青年学生的思想
认识，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开展“四史”教育学习，可以深
入了解广大高职学生的思想状况，提高政治认同，解决思想困
惑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四史”教育，才能更好地珍视中
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中华民族优秀的千年
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与国家向前发展的“根”与“魂”，虽
然时代在变，环境在变，但越是如此，作为时代接棒人的大学生，
越要坚定正确的人生理想，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增强历史责任感，
有信心、有底气的应对信息化时代下各类社会思潮，在“学思践
悟”中开创未来。

4　学习“四史”是大学生增强使命担当的条件
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当下，中国正走

在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时期，广大青年学生的成长成才与国家和
民族的发展同频共振，广大青年学生理应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伟大征程中。通过“四史”学习，让广大高职院校的学生不
断用历史涵养和提升自己，在前途广阔、大有可为的职教平台强
化使命担当，成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接班人。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学习“四史”教育是我们当下总结过
往经验，开拓奋进、砥砺前行的重要法宝。尤其对于广大时代青
年学生而言，要通过学习教育，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弘
扬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更加坚定地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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