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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

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 [1]。”抛弃

历史、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自己的精神命脉。“四史”学

习教育“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思政课是“四

史”学习教育的关键阵地，需以“三进”为抓手，适时推进，

切实增强历史观，提高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四史”指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

发展史。早在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历史是最好

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 [2]。”2020

年 1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

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

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 [3]……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是落实“四史”学习教育的关键

课程。

系的必要性

学习“党史”是拥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必由

之路

“党史”侧重政党角度，是见证中国共产党从稚嫩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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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成熟的实践史。1840年鸦片战争后，无数爱国人士于战祸、

动乱之中探寻救国救民道路。于 1921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带领中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继而踏

上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征程。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

主义的先进政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从

建立之初仅有 50多人加入的组织到现今拥有 9500多万党员

人数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历史的艰

辛探索，也正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根基造就

了今日之辉煌中国。

“新中国史”是坚定四个自信的必然要求

“新中国史”无疑从国家角度展现中国发展历程。“新

中国史”是中国人民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实践

见证。通过 70多年的历史，我们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永续发展的渠道：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

国力量、作出中国贡献。国史是一国之根本，无国便无家

更无个人；国史是中国人“不忘本”的基础，更是中国人

自信的“资本”。

“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是开创辉

煌中国的必要渠道

“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则更多是从制

度层面谈中国的发展抉择。在 1949年到 1978年间，历经过

渡、探索与曲折；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

历史上的新转折：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勇于创新，抓住发

展机遇，实施改革开放；在真正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的

基础上开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历程，最终走出了一条

独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学史是“可以给人类带来许

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 [4]”。

新形势下站稳本国立场、厚植爱国情怀的底气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愈发成为“东

升西降”中突出的一股不可阻挡之流。无论国际风云如何

变幻，中国始终走和平发展道路，但仍有兴风作浪之势力

恶意干涉中国发展，对中国政策指指点点、颠倒黑白。

例如，本属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香港问题，却一度

成为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别关注对象，企图从中搞

破坏。中国面对触及底线问题绝不示弱。“四史”学习教

育正是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教材，是厚植中国人爱

国情怀的精神底气。

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武器

中华民族拥有 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自近代以

来经过 180多年的抗争史，中国共产党 100年奋斗史，中华

人民共和国走过 70多年的发展史，改革开放历经 40多年的

探索史，不容磨灭。

“四史”学习教育是树立正确历史观，抵制、批判历

史虚无主义的有力武器。

“四史”学习教育关乎主流意识形态的根本树立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关乎旗帜、

道路和人民向心力。任何国家政权的巩固必然离不开这个国

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宣扬，如果你不去占领人民意识形态的高

地，敌人就会去占领。在充满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当今世界，

面对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中国人更应该做政治上的明

白人、思想上的坚定者，“四史”学习教育就是让中国人树

立正确意识形态的路径选择。

高校大学生正确“三观”养成之需

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高校

思政课是青年大学生价值观养成的主阵地，是他们作为建设

者和接班人进入社会的“最后一公里”学校教育。现今国际

形势错综复杂，“四史”学习教育是增强青年大学生对国家

历史的高度认同，以历史观培育其社会主义社会核心价值观

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关键教育。

系的对策

以“三进”为抓手、思政课为载体，将“四史”教育

融入思政课教学体系，是改革和创新思政课的重要任务，也

是落实“四史”学习教育的题中之义。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

是三门思政必修课中较难的一门，它是集合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观点，以中国历代领导人自近现代以来所历经之史实为基

础进行高度总结并上升至理论的课程。结合“四史”讲清楚：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必须中国化；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总结历史

经验教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

论成果又是什么。

“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则更突出思想情感上的启迪，

以“四史”学习教育为基础，引导大学生坚定正确的政治立

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自觉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形势与政策”课是增强青年大学生对国内外形势政

策的关注，了解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学会以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分析、解决问题，进一步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主抓理论教学关键阵地：第一课堂

第一课堂即课堂教学，是教师在一定时间依据教材内

容，向学生集中传授知识与方法的教学形式，如课堂讲授。

根据学生切实情况选取不同教学方法，确保课堂教学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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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效性。围绕“四史”课程模块开设系列选择性必修课程

以及专题讲座。

关注新时代青年，创新教学形式

面对此类新时代青年，改变传统灌输教学方式，结合

时事与学生兴趣，抛出时事热点话题，让学生在课堂进行充

分讨论，如结合此次疫情，让学生列举中国抗疫的成功经验

有哪些，从而潜移默化地让学生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

越性，贴近学生实际更具说服力。

拓展实践教学资源平台

丰富课外“四史”学习教育路径。寓教育于活动，在

活动中培育爱国情。课外由各高职院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开

展“四史”学习教育活动，如“四史”知识竞赛、辩论会、

党史国史小故事演讲比赛、微视频大赛、征文等系列活动。

挖掘校外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红色资源是无数革命先

烈披荆斩棘，历经血雨腥风，浴血奋战打上的不朽印记，是

党史、国史一脉相承的精神宝库，理所应当被传承、铭记与

缅怀。通过挖掘和讲述这些可歌可泣的历史壮举，让学生真

切感受历史的厚重，激发情感上的共鸣与认同，培育爱国情，

践行爱国志。

“进头脑”是教育的目的。将学生接收到的知识体系

内化为个人思想价值体系，进而外化为实践行为体系。以学

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充分发挥学生的自觉能动性。贴

近学生实际进行授课，如经典案例的剖析、第一手史实资料

的讲解、红色故事的传颂、红色基地的切实体验等，让学生

在学思践悟中增强历史观，滋养价值观。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

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

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

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 [5]。”“四史”学习教

育是高职院校思政课改革和创新的必要，也是青年大学生涵

养责任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的思想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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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与练习，此类问题在体育类社团中尤为突出，学校的体育

场所课余和周末都是对外开放性质的，场地的租用价格对于

学生社团来说还是难以长期承受。

活动场地较小或是设备陈旧

部分社团人数较多，训练场地较小，无法正常开展日

常活动。

综上所述通过此次调查研究，项目组明晰了学生社团

工作中目前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困难，并将针对这些突出问题

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方案或是未来改进的方向，明确了今后社

团工作的整体思路，努力争取通过宏观管理与微观规范，整

体协调与分工配合的工作模式，从粗到细，从内到外的对社

团的工作进行全面改进。不断促进学生社团的建设与发展，

形成良好的社团文化氛围，在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引领、知识

构架完善、综合素质提升、校园文化建设、大学生社会化发

展方面发挥积极向上的作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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