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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视域下高校开展“四史”学习教育的路径 
贾鹏飞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杭州  310018） 

【摘  要】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当下社会是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算法”社会，互联网成为了高校青年开展学

习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当代大学生思想建设也碰到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因此，更要针对现阶段学生们

的思想特点，结合其身心发展规律，把握住网络教育带来的机遇，克服其带来的挑战，创新“四史”教育

的途径，积极推动“四史”教育入心入脑。 
【关键词】“算法时代”；“四史学习”；方法探究 

 
 
近年来，“四史”教育已在高校课堂中逐渐展开。高

校开展“四史”教育的最重要目标就是让高校青年学生弄
清楚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
意义是什么，加深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青年学
生是我们祖国发展的力量源泉，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后备力
量，高校必须要重视学生们“四史”的学习，不断提高青
年学生的思想觉悟，加强学生思想品德建设。 

1  当前高校开展“四史”教育学习具有重大意义 

1.1  当前国际环境依然复杂，变动之大百年未见，
我国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国内和国际上的社会环境变
得日益复杂。一方面，这些变动会带动我国的经济和社会
高速发展，另一方面，这些变动也给我国发展带来了巨大
的挑战。当下，少数西方国家借助于自身的互联网和经济
优势，采用“和平演变”的办法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西
化”和“瓜分”，将自己国家意识形态慢慢渗透到其他国
家中去，开展一些阻碍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活动。他们通
过举办网络社交活动，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帜，编造歪
曲我们国家的革命历史，诋毁污蔑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还
借助发达的科技传媒，采用更为隐秘的方式，通过网络娱
乐化和大众化的平台渠道来宣传自己国家的意识形态，诋
毁我们国家的国家形象。尤其是近些年来，反华势力愈加
猖獗，通过宣传极端的宗教思想，煽动多起变动。这些活
动传递的信息很大程度上挑战了青少年们的思想意识和
价值观取向。 

从国家内部来讲，我们国家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
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有的经济结构、
就业模式和利益分配也开始多样化发展。这种发展带来的
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等腐败的思想观念也开始
充斥在青少年学生当中。因此，在高校中开展“四史”教
育意义重大，且刻不容缓。 

1.2  现阶段青年大学生的发展特点迫切需要开展
“四史”教育 

大学生是我们祖国发展的未来，是我国能否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因素。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的不断改
革，早已改变陈旧闭塞的社会环境，数字化、信息化的现
代网络迅速普及，这些传播方式的变化也会很大程度上改
变学生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取向。尤其是现在的大学生大

多都是“00”后，这些学生本身思维就比较活跃，个性也
很鲜明，呈现的价值观取向也很积极向上，自我学习和提
高意识也很强。同时，当下阶段的学生也正是处于三观形
成和思想建设的关键时期，整体的身心发育还没有完全成
熟，特别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现在的网络环境复杂，信
息膨胀，学生们从网络当中获取的信息良莠不齐，而且还
有一部分学生本身的个体意识就很强烈，社会责任感太
低，所有的行为准则都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而在学校中对
于思想政治学习的重视度很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学习
更是无法得到学生们的重视。 

1.3  开展“四史”教育是高校立德树人教育的重
要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高校的立身之本在于立
德树人”。“四史”的学习无论是从内容还是教育性质以及
教育目标上都基本一致，“四史”教育的展开更利于立德
树人工作的推进，而且还可以帮助学生们进一步拓宽历史
视野，帮助学生更好地认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的意义
所在。面对现下动荡的国际局势，我们要站在新时代的起
点，高度重视“四史”教育在高校学习中的地位，将“四
史”教育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帮助学生们更加全面地认
识历史，树立正确的历史观。而且在学习“四史”的过程
中，老师们还要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传递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立德树人”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
坚实基础，为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奠定充分的人才
基础。 

2  “算法”时代下在高校中展开“四史”教育的方
法探究 

2.1  充分利用网络，让“四史”教育融入到学生
的学习生活 

当前社会信息高度发达，互联网技术也日益成熟。在
高校学习过程中，我们要合理利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用
学生们最常接触的信息手段，创新“四史”的宣传教育形
式，让“四史”教育贯彻融入到学生们的学习生活中去。
在科技不断更新、产业不断变革的背景下，高等教育的组
成正在不断变化，教育模式和学习方法也应该顺应潮流，
积极转型。根据学生们现在的生活习惯，要想让“四史”
的宣传教育全面展开，就必须要将线上和线下相结合，打
造全过程和全时段的学习环境。北京大学就曾推出过“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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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党史”的系列课题，专门开设“中共党史”“中华人民
共和国史专题”等多门与“四史”相关的课程。并且这些
课程对各个小区和各个时区的学生开放，让师生通过互联
网得到有效的互动沟通，解决了学生们学习时间和地点的
局限性。并且，我们还可以更好地发挥网络的矩阵作用，
根据“四史”的内容，推出一系列的周边产品，例如，一
些生动形象的新媒体产品，打造“好文章、好作品”等网
络爆款，从而更好的提高“四史”的宣传力度，让“四史”
教育彻底融入到学生们的生活中去。 

2.2  改变教育形式，提高青年大学生对“四史”
教育的学习兴趣 

要想在各大高校中贯彻落实“四史”教育，就要积极
改变现有的教育形式，丰富学习模式，让学习更具趣味性，
从而更好的提高“四史”教育对学生们的吸引力，让学生
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四史”教育中去。例如，可以展
开“学习四史”主题活动，举办知识竞赛，用比赛的方式
促进学生们学习“四史”的积极性，调动学生们研究“四
史”的主动性，从而更好地促进学生们学习“四史”时，
学与思相结合、知与行相统一，形成浓郁的“四史”教育
氛围。在“四史”教育过程中，老师还应该注重转换教学
方式，采用启发互动式的教学方法，还可以举办“走进四
史”的系列课程，将学习主动权还给学生，启发学生主动
了解历史、认识历史，鼓励学生们在课堂上讲述自己知道
的历史事件和英雄事迹。这种活动可以很好地帮助学生走
进历史，体会革命英雄情怀，更好地增强学生们的责任感
和民族自豪感。 

2.3  挖掘“算法”优势，不断创新开展“四史”
教育的方式方法 

随着互联网“算法”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信息化进程的
不断加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尤其
是目前在校的大学生大部分都是“00”后，他们都是伴随
着互联网新媒体成长起来的一批人，他们的思想特别容易
受到网络信息的冲击而发生改变。因此，各大高校的教育
者应充分把握住这一点，充分挖掘互联网“算法”优势，
主动探索适合当代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型教育方式。要
想在“算法”时代深度开展“四史”教育工作，教育工作
者必须要重视教育方法的创新，丰富教学模式，线上和线
下相结合，共同推动“四史”教育在高校中全面展开。现
下是自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媒体，高
校老师也可以把握住这一点，通过“学习强国”App、微
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平台发布“四史”教育的专题文
章和视频，为学生们的学习拓宽广度。还可以借助网络直
播来开展“四史”专题讲座，录制“四史”教育系列的微

团课、微党课等等模式，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来促进
“四史”教育的进一步展开。另外，思想政治老师还可以
引领学生开展“网上重走长征路”、红色景点“云”打卡
等等新型的网络活动，在实践活动中，加深学生们对国情
的认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在不断的历史重温中，培
养学生们的时代使命和爱国情怀。 

2.4  整合教育资源，提升“四史”教育开展的育
人效能 

与现有的思想政治课程不同，“四史”教育的教育体

系还未完全成型，大部分的内容和知识点都比较分散，现
有的学习方式也是以线下学习居多。因此，要想更高效地

展开“四史”教育工作，就必须将现有的教育资源整合起
来，搭建以“四史”教育为主的网络学习平台，实现“四

史”教育资源渠道的多元化。目前，各大高校学生学习“四
史”的主要途径就是“青年大学习”学习强国“易班优课”

等软件，老师们也可以适当从其他的主流平台去挖掘相关
学习素材，拓宽学生们学习的渠道。当然，在拓宽学习渠

道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加强网络平台的管理，建设新的“四
史”教育课程学习主页，保证更新频率，坚持“内容为王”，

增加与学生用户之间的黏性。还可以将各个重大节日和历
史事件节点整合起来，在网络上开设话题和论坛，通过正

向的言论来引导舆论导向，占领宣传阵地，把握网络言论
的主动权。这样能很好地激发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改变

现在老师讲学生听的被动学习模式。而且学生们通过网络
发言还能加深自己对历史的认知，有利于“四史”教育多

渠道、多元化的展开。 

3  结语 

高校开展“四史”教育势在必行，与网络平台相结合
也是顺应潮流之举，采用网络开展“四史”教育具既有可

行性，又有切合实际的选择性。在网络信息和技术高速发
展的今天，高校学生们的思想政治建设也刻不容缓，我们

应该坚定不移的将“四史”教育融入到学生们的思想政治
课中去，将思想政治课程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帮助学生

们拓宽历史视野，树立正确历史观念，把握历史规律。进
而以史为鉴，找准时代坐标，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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