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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时代高校“四史”学习教育的价值意蕴

1.1历史维度

“四史”学习教育离不开对过往历史的总结。在“四史”

学习中正本溯源，抵制对历史的歪曲抹黑，遏制对无据伪史的传播，

总结历史的深厚经验，发觉正向的历史启迪，是学习“四史”的重

要价值所在。当今时代背景之下，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历史虚无主义

思潮泛滥，对高校大学生影响尤为明显，在思想日趋多元的大学生

群体中造成思想混乱。通过对正确史料的解读，传播真实客观的历

史，维护党和国家的形象，避免心智尚不成熟的大学生群体陷入历

史虚无主义的陷阱中，是高校“四史”学习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

1.2现实维度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是我们总结过去经验以

提供现实参考的最好教科书。历史是过去发生的现实的真实记录，

记录着我们在曲折中的发展与成就，它使我们认清当今的社会状

况，剖析社会现实，认清社会发展趋势。对于新时代大学生群体来

说，面临西方“和平演变”的舆论威胁和思想腐蚀，急需通过对“四

史”的学习以形成对当今社会发展和国际形势的正确认知，真正做

到与时俱进。高校立足现实情况开展“四史”学习教育，使当代大

学生自觉提升党性修养和政治觉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OECD 学习框架2030 相关理论阐释

2.1提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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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作为一个国际经济组织，其长期以来重视对国际社会

的教育发展事业，通过科学评估进而影响国际教育政策。随着

信息化革命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带着了巨大的影响，教育领域也

重新审视教育体系的合理性，反思在新的时代背景条件下“培

养什么人”以及“如何培养人”。201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启动了“未来的教育与技能2030”项目，聚焦世界各国

最为关切的两个问题：第一是为适应新的时代环境，当代青年

学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知识、技能、态度与价值观，才能够助力

未来社会发展；第二是我们的教育系统应该如何改进教育模式，

有效满足学生的更新成长需要，应对各种新鲜挑战，教育需要

激发学生的主体性和内驱力，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与可持续发

展的自主学习能力。

2.2教育愿景

在“学习框架203 0”中认为，个人能力与社会发展是息

息相关的，臧玲玲在《构建新的学习生态系统——OECD 学习框

架2030 述评与反思》中认为，“学习框架2030”将学生学习

与发展的研究从点到面，个人综合能力的提升是需要个人、家

庭、学校、社会等多方努力达成，核心理念是主体性，具体

包括了学生主体性和合作主题性，充分发挥各利益相关者的协同

作用，促进学生的学习与发展。施芳婷等在《从原则指导到能

力导向——UNESCO 与OECD 面向2030 年的教育蓝图比较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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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学习框架2030 希望每个人都能成为积极的公民，认为人

的发展与进步是为了促进社会的进步，个人与集体都应该负起自

己的责任。”

3  基于 OECD 学习框架构建高校“四史”学习教育模型

教依据于学，任何教育最终都要落实到学生的学习上，学

习教育模型关系到“四史”学习教育的科学化依据和科学化程

度。基于OECD学习框架2030和新时代背景高校现实情况构建高

校“四史”学习教育模型，有效提升学生知识掌握的全面性，

强化四史知识运用能力，落实思政育人目标，提升思政教育工

作能力。

3.1 内化于心：基于“1 ＋ 4”全方位教育模型实现教与

学融通联动

构建“1＋4”全方位教育模型旨在通过一个多元组合的教

育团队，培育学生的基本素养，技能、态度和价值观，关键

概念，变革能力和能力发展，复合能力等素养。学校的党政领

导、院校领导、教师、辅导员都参与到“四史”学习教育过

程中，实现学校的全员育人。引导学生思考“四史”的深刻

内涵及意义，形成驱动学生的为党为国的不竭动力，建立全面

发展的教育模式，形成“四史”学习教育的科学体系。

3 . 1 . 1 教育识别主体化，实现“师”与“生”的兼顾

高校教师与学生作为不同实践活动的主体，其活动的目标、

过程都因为实践活动对象的不同而不同，因此成为教育活动的多

元主体。从学生主体角度来看，在进行“四史”教育教学之前，首

先要做的是准确判断受教育学生的年龄构成、知识基础、需求和

喜好，更全面地了解受众的思想动态、行为模式、需求和偏好，从

而更好地制定具体的“四史”课程教学计划。从教师主体角度来

看，目前我国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存在专业性不足等现实问题，

有必要对高校教师进行有针对性的盘点，掌握“四史”教育教师

的知识背景和专业化程度，摸清现有的教师队伍，并通过有针对

性的培训，提高“四史”教育教师的专业化水平。

3.1.2教育内容精准化，实现“供”与“需”的对接

目前，高校开展“四史”教育的主渠道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为了打破传统教学模式的桎梏，在进行“四史”教育过程中

高校需要以大学教育理念为指导，在教材编写、教学方法、教学

机制、教学环境等方面努力做到以学生在高校的学习情况为基础，

借助信息技术这一大数据平台，对学生的各类基础信息数据进行

收集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根据所获信息制定有效的教学计

划 。

3 . 1 . 3 教育方法多样化，实现“知”与“行”的结合

将“四史”教育融入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是大学生实现知

行合一的重要途径，高校可以结合党和国家发展热点问题，组

织学生走出校园，开展常态化、规模化的参观考察和社会调研

等活动，也要通过升级、提高和优化高校教学环节的各种软件

设施条件，增加对于新时代高科技的教学技术与手段的应用。

例如设立具备相当规模的“四史”情景教室、宣传展板和文献

阅览室；相当幅度的增加国内知名学者进高校宣讲“四史”的数

量；相当程度的提高对各类主题会议、论坛的支持力度；加快建

立网络教学系统、微课慕课开发、多功能教室建设、电子阅览系

统、微信微博等网络教育系统，充分发挥云端教育平台的快捷性。

3.2外化于行：基于OECD的“四史”学习教育模型促进学生

社会性关联能力

3.2.1学“四史”，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大学生要在未来的人生选择中主动到攻坚克难、群众服务的

一线，经风雨、壮筋骨，练就观察事物的洞察力、创新发展的活

思想、解决问题的硬本领，切实把精神力量转化为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物质力量，在推动伟大事业的行动中践行初心，为实现中华

民族复兴梦中肩负使命。

3.2.2 知来路，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为创作主体的优秀文化体系，

在中华民族不断传承发展进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

神命脉。新时代，仁爱、诚信、友善、和睦、自省、公平、

正义等许多传统文化中最精粹、最优秀的思想精华至今仍影响着

大学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养成。在高校“四史”教

育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四史”教育相结合，帮助当

代大学生要全面、辩证地看待历史现象，客观地、深入地思考

历史问题，在思考中找寻历史发展的轨迹，在对比中总结成功

经验，把党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运用到干事创业

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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