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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史”教育有效融入中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

张　帆　王相丁

大连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0

摘　要：将“四史”教育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推动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与改革的时代课题。在明确“四史”

教育背景、教育目的、教育内容的前提下，将“四史”教育有效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教学中，不仅是新时代的要求，更是

高校思政课教学实践创新的要点，为高校完成立德树人任务在教育教学中的重要举措和必然选择。

关键词：“四史”教育、高校思政课、有效融入、教学研究

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改革开放史、中国国史以及中

国社会主义发展史构成了“四史”教育体系。正视历史，从

历史的洪流之中获取到经验和教训，才能够更好地立足当

代、展望未来。将“四史”教育纳入高校思想政治课，这是

加强党的思政建设的必要途径，也是提高高校政治教育的有

效方式。

一、“四史”教育有效融入中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的重要性

在历史的高度之上，“四史”的发展已然成型，但随

着时间的不断向前，“四史”的内容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

发生相应的变化。中华民族已经发展了 5000 多年，中国共

产党成立至今迎来了百年华诞，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蓬勃发

展了 70 多年，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人民用血肉和奋斗换来

的太平盛世，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当代青年应铭记历史，

要以史为鉴，时刻警醒自己，像伟大人民主席周恩来所说：

“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读书”！通过“四史”教育有效融入

中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有助于当代大学生坚定政

治立场，树立崇高理想，展望光明未来。

二、“四史”教育有效融入中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的主要内容

在高校思政课教育中融入“四史”学习，让学生切实

了解到有关于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

世界谋大同的实践史，通过不断进行思政教育深化完成目

标，达到以德育人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改革开放

史、中国国史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构成了“四史”教育

体系。

当代青年要奋发图强，为国效力，必须要了解中国近

代史，理解并且学习中国近代屈辱历史，就能够从中获得教

训，不断反思和总结，就能够有所感悟，避免“跌落在同一

个坑里”，“犯下同一个错误”，励精图治，为国效力是我

们的终极目标。去年尽管深受“新冠疫情”侵害，但是我们

依旧完成了全面建设小康目标，下一个“五年计划”正在实

施，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已经指日

可待。

历史永远都是最好的教科书，而中国革命的奋斗史对

于千千万万中国人来说就是最好的营养剂，进行伟大历史的

学习，能够增添很多心中的正能量，驱散心中的阴霾，保护

心中的英雄主义。

三、“四史”教育意义

“四史”教育在客观意义上存在一定全局性，但是在

高校教育之中未曾将“四史”教育纳入正常的教育课程范畴

之中，但是只要仔细观察课程，就不难发现在“四史”教育

已经涉及当代高校思政教育全部课程课程，并且在各个思政

教育课程之中都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

本科高校已开设相关科目：《中国近代史纲要》、《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

等部分课程，在思政教育的课堂之中，这些学科都占据了举

足轻重的地位，对于培育学生的历史观以及三观有着不可动

摇的根基地位。

四、“四史”教育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存在的

不足

在高校思政课程教育之中，“四史”教育占据着根本

主导地位，加强“四史”教育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有

着全局性的教育意义。但是在当代“四史”教育学习之中，

尽管在中国高校各个思政教育课程之中都有所体现，但是对

于“四史”教学始终都没有相应明确规划，并且在部分的高

校教育之中并没有清晰认识到“四史”教育的必要性，存在

认识不清晰也不够深入的问题，在教学过程之中存在重视理

论，却实践不足的情况，针对这些问题，逐一分析做出相关

解决方法。

1. 缺乏整体规划

尽管在当代高校的思政课教育课程之中，不可否认的

每一门课程都或多或少的涉及了相关“四史教育”课程，但

是即便如此，各门课程之中所注重的重点都不一样，并且各

个课程都是结合自身实践以完全自身教学目的观点上出发

的，所以在贯穿“四史”教育之中，往往会存在相关问题上

出现悖论的现象，没有通过“四史”教育将每一门课程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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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结合起来，而是尽可能的将自己课程想要呈现的效果进

行添加，在高校教育课程之中，应该明确每一门课程所要为

“四史”教育服务的任务，将相关任务有机整合到教育体系

之中，通过“量的转变”，再到“质的转变”，能够将当代

高校教育在“四史”教学上更进一步，产生分工明确、优势

互补等具有条理的思政教育课堂体系。

2. 社会主义发展史教学有所偏离，理论重于改革开放史

2019 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明

确指出，“要以正确的认识、正确的行动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坚决防止和纠正一切偏离‘两个维护’的错误言行，

不得搞任何形式的‘低级红’、‘高级黑’，决不允许对党

中央阳奉阴违做两面人、搞两面派、搞‘伪忠诚’”[1]

在高校教学的过程之中，无不处处体现有关于社会主

义世界发展史的内容，但缺乏系统性的、完整的体现有关

社会发展史的内容，大多内容都是不衔接的，比较零散。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涌

动。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

无主义者”。[2]

同时，国家也不止一次对于此种现象进行强调，防微

杜渐，锐意改之：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

“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

其中树立正确历史观，就是要求在认识国际形势的同时，还

要思考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善于运用

历史眼光认识发展规律、把握前进方向。[3]

改革开放史从情感上进行论述，震撼人心，但是在教

学的过程之中，往往注重相关理论的学习，却忽略了对于历

史的学习，对于历史的学习过于抓牢重点，以达到考试的目

的，导致最终头重脚轻的后果，改革开放史不仅仅在中国历

史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浓墨重彩的

一笔，在教学的过程之中充当了至关重要的知识理论背景，

但是通过调查我们不难发现，在具体的改革开放史的教学之

中，并没有将改革开放史、党史、新中国史及时融入到教学

之中，教材和教学内容也没有进行及时的更新，在“觉醒”、

“创造”、“革命”、“飞跃”相关的内容都不能够得到完

全的体现，并且在这种趋势之下，教学内容改革也仅仅改变

了少许的部分，未曾根据实际做出相应的变动，将党史、改

革开放史、新中国史最新研究成果归纳到现实课堂之中。

3. 部分高校思政课教师不足以承担历史教学任务

在各个高校之中，不断开展相关教学实践活动，培养

思政教师使之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核心理论，解决相关教师

在能力不足方面的问题，此问题虽然早已老生常谈，此后在

高校教育课程改革之中应该引起高校领导者的高度重视，将

思政课理论体系指导、教学内容作为重点，并行发展。

五、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1. 对于当代思政课程中的“四史”教育进行整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

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4]

为了实现这一远大理想，对于当代思政课程之中“四

史”教育进行整合是非常有必要的，基于真实历史的前提下，

对于历史人物有正确的评价，在条件和过程以及规律的把握

上要充分体现超凡的思想，能够归总出相关的历史规律，明

白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不能够用不一样的时代条件去要求前

人，既已成事实，我们只需要通过辩证的目光去对待历史，

正确评价人物。

通过唯物史观，对于当代历史发展要具有辩证性的眼

光，在真实的史料上对于历史进行透彻的分析，同时要坚决

把握相关历史进程，深入历史主流，了解历史本质，能够正

确体会历史上的事件，同时也能够清楚不同时段出现的不同

党派，有关重要人物是否能够清晰的了解。

2. 深化社会主义发展史，及时更新改革开放史进入教材

社会主义发展史一直都是高校教育之中较为薄弱的部

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同志在总结

教学经验时即谈道：“多年来我们讲授苏共党史、中共党史

的经验证明，结合革命斗争历史学习马列主义的方法不是抽

象静止地而是生动活泼地学习马列主义的良好方法。” [5]

每时每刻，我国的“四史”都在不断推陈出新，每一

秒都是新的历史，积少成多，每一秒汇聚成了分钟，最终形

成了巨大的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中宣部组织编写的《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要求“把学习领

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学习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贯通起来，同学习党史、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贯通起来，同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

实现伟大梦想的实践贯通起来，同落实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作

出的各项战略部署贯通起来，准确把握这一思想的理论逻

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6]

3. 将“四史”教育纳入到教师培育的课程体系之中

不仅仅是高校领导党员建设，还有高校的学生教育，“四

史”永远都是不可或缺的教育必修课，正视历史，面向未来，

在指导青年教师的同时，也是在为他们树立自己远大的人生

理想打好基础，认识“四史”，应是基础要求，真正学号“四

史”，运用“四史”，树立远大理想和政治目标，达到能够

站在极高历史角度，认识到学习“四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要坚持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历史，无论何时，应该将

人民放在中心地位，同时将美好生活的生活作为终身奋斗的

伟大目标，在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达到最终理想，在新的时代

之中铸就独特的辉煌，通过人民的反馈进行工作的改善，将

所有的选择权都交由人民去进行评判，在高校教育之中，也

应该将所有的选择权交由学生进行评判，到底要一种什么样



33

教育论坛 3 卷 9 期

ISSN:2705-0971(Print); 2705-0947(Online)

的思政理论课程才能够不浮于表面，答案显而易见，将“四

史”教育纳入到教师培训课程之中，通过教师在课堂之中潜

移默化的教学方式对于学生产生影响，不知不觉，“四史”

教育的学习已经进入了每一所高校的每一堂政治理论课程

之中。

在相关领域之中，对于“四史”教育的学习早已迫在

眉睫，而学习“四史”，不仅仅是要完成马克思主义思想学

习的前提条件，更是能够树立远大理想的必要条件，在在中

华民族共和国不断发展得光辉历史之中，加强思政教育，提

升综合素质，面对大多数有关新形势的挑战，及时调整在当

代高校教育课程理论之中的不足，通过合适的理论及行为进

行解决，不仅仅应该对于“四史”有所了解，还能够运用“四

史”，成就非凡的科学技术创造，深入研究探讨有关“四史”

的内容，巩固我国现有发展新趋势，新成果，对于“四史”

的学习，受众不仅仅是中国高校，更是无数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牢牢掌握“四史”的核心内容，对于中国历史进行掌握，

不仅是当代青年的任务，更是当代青年的责任。真正去讲一

个非同凡响的中国故事，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新鲜的血液，远

大人生理想。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拥有今天的幸福是来之不易的，是

不可辜负的，这些我们触手可及的幸福都是在前人的不断奋

斗之下获得的，我们只能够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并且一

定要坚决确立“两个维护”，要清醒对于理论的认识，与此

同时也要坚定政治方面的肯定站位，通过对于“四史”的学

习，能够让当代高校学生更加坚定政治自信，明白历史的发

展并不是偶然，而是经过前人不断努力获得的，在这种趋势

之下，才能够激发广大青年不断向上进发，为国家发展做出

贡献。

真正认识到“四史”教育所带来的意义，作为“四史”

教育的重要起点，将学习历史和基本理论作为最重要的一

步，贯彻相关精神和意义，用好具体思维，做好基本措施，

面对今日高校在思政课上所遇到的问题，应该予以高度关

注，并且坚定不移实施中国伟大复兴梦，带动全国上下一起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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