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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在很多学科教学中都有广泛的应用，其主

要可以通过开展思政教育工作构建全新的课程体系，促

使学科教学可以与文化思政相互结合，这对于培养学生

的核心素养有较大的作用。当前，部分高校历史教师在

组织学生学习专业课程内容时难以达到培养学生历史情

怀的作用，结合课程思政就可以更好地帮助学生了解国

情，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从而全面提高教

学实效性。

一、历史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的意义

在高校历史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可以让学生理解社

会主义发展的内涵，还可以将历史学科知识与思政内容

更好地融入在一起，让学生认清我国发展现状。历史对

于一个国家的发展而来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学生

了解历史的主要途径就是学习历史课程知识和阅读与历

史有关的书籍，还有部分学生会观看由历史事件改编的

电影或者电视剧，这些方式都能够加强学生对于我国历

史的了解。历史包含着先辈的思想结晶，也蕴含着灿烂

的思想文化内涵，思政课程教育也具备这个功用，所以

可以将两者相互结合，产生无法估量的教育价值。作为

新时期的大学生，在学习历史课程知识内容的同时，不

仅需要掌握史实，还需要体会其中的思想文化内涵，所

以，其需要对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产生深刻的认识，从

而对自己的国家产生深厚的情感，明确坚定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这些内容不仅在历史课程中有所体现，在

课程思政教育中也能够有一定程度的表达。所以，高校

历史教师可以充分融合课程思政内容，让学生结合优秀

传统文化了解我国的历史发展情况，有助于培养学生的

综合素养，还能够促进社会稳定发展。

二、课程思政下高校历史教学的困境

历史对于人类的发展来说可以体现客观记录的作用，

高校教师在课程思政下开展历史教学时，还是会受到一

定的阻碍，导致课程教学产生限制，其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点：

第一，思政教育支撑有限。现阶段，我国高校历史

教学体系的构建大多是通过教师对于历史教材的了解形

成的，为了加强学生对于历史课程知识内容的理解，高

校还开设了《纲要》课程，强化学生的历史共识。但是

其仅仅为中国近现代史框架内容，不包含世界史和中国

古代史内容，体现了公共理论课性质，呈现出来的历史

教学内容相对来说比较狭窄。教师在以思政课程作为历

史教学的辅助形式时，很容易让学生产生思想层面的转

变，甚至在开展思政教育和历史教学活动时容易让学生

产生抵触情绪，无法形成有效的教学支撑。

第二，历史教学缺乏特色。教师当前采取的思政课

程与历史课程融合形式受到了传统教学思想的制约，在

组织学生开展教学活动时存在灵活性明显不足的问题。

很多教师都会以选定教材、制定教学计划、编写教学方

案的方式组织学生参与活动。这种程序化的教学活动需

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现有的教材，甚至还有教师长期依

赖一份电子课件，在教学方法上没有转变，无法体现历

史教学的特色。

第三，课时安排不合理。高校在建设发展的过程中

过于注重学生的专业课程学习，安排了很多与专业能力

培养相关的课程。这种教学形式无可厚非，但是历史课

程与课程思政的安排较少，大多以公共课程为主，导致

学生难以深入了解我国的历史发展情况。甚至部分高校

的文学类专业并没有安排中国史课程，导致历史教学处

于空白状态，课程思政难以产生相应的作用。

三、课程思政下高校历史教学的优化途径

1. 树立正确的历史教学观

在课程思政下开展高校历史教学要求教师树立正确

的历史教学观，尤其是在融入思想政治内容时，需要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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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学生当前的思想和学识凸显历史教学的实际作用，加

强学生对于历史的认知。历史教学观的体现要求教师在

教学当中摒弃传统教学方式，针对其中的弊端予以改善，

其不能单纯地照本宣科或者灌输专业知识内容，而是需

要在课堂教学中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明确高校历

史教学培养学生人素养的主要目标，促使学生的价值观

和人生观都能够得到提升。在现阶段的高校教学当中，

教师还需要结合学生的自我表现适当改变历史教学形式，

结合课程思政对学生受到的时代影响进行分析，给学生

产生精神层面的积极影响，避免学生在学习当中过于浮

躁，促使历史教学中的时代精神可以得到体现。

2. 加强近代史教育

近年来，我国的历史逐渐处于边缘化状态，学生在

学习的过程中认为教师教育的知识内容对于生活没有实

际帮助，所以其在学习的过程中缺乏对历史知识内容的

了解。在课程思政下优化高校历史教学效果就需要加强

近代史教育，教师需要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历史学习的

内涵，促使学生可以更加专注于知识内容的学习和掌握。

很多学生对于中国历史的了解仅限于秦始皇、汉武帝、

唐太宗的开拓史，对于解放史也有一定程度的掌握，而

对于近代史内容一知半解。在融入课程思政教育时，教

师就需要加大对近代史教育的重视程度，讲解我国社会

主义改革的过程，强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促使学

生的知识结构得以完善，还能够摆正心态，提高自身的

责任感和爱国情怀，凸显课程思政在历史教学中的辅助

性作用。

3. 补充课程教育素材

单一的历史素材难以达到新时期的教学要求，虽然

学生可以通过教材掌握历史内容，但是其思维会受到限

制，难以完全体现高校历史教学的实效性。在课程思政

背景下，教师就需要补充课程教育素材，依托地方历史

文化资源拉近学生和教师之间的距离，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促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历

史文化知识内涵。教师在具体开展教学工作时，要选择

有重大历史背景的事件和场地，结合相应的教学内容让

学生对名人故居和历史遗迹等资源产生强烈的好奇心，

帮助其深入了解相关的事件内容，为学生提供更多感知

历史的机会。教师可以将课程思政中与历史教学相关的

内容纳入到历史教材的补充材料当中，以相互结合的形

式培养学生的思想文化意识，使其明确课程思政与历史

课程之间的共通点。同时，教师还要结合课程思政培养

学生的思想文化素养，将课堂教材与补充的教育素材相

互结合，提高总体教学的灵活性。

四、结语

高校课程思政下的历史教学要求教师明确现代化教

育的基础目标，在培养学生的历史文化素养时凸显思政

教育与历史教育相互结合的重要作用。教师要引导学生

加深对历史文化内涵的了解，正确认识历史事件增强民

族自信心。在融入课程思政时则需要以多样化的手段提

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体现实际教学的特点，培养学生的

核心素养，利用科学的教育手段为学生整体素质的提升

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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