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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类高职院校开展“四史”实践教学意义探析
周娟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中国·湖南长沙

“四史”实践教学是以教师主导、以学生为中心开展的形式多样且富含社会实践内涵的教学活动，有助于巩固理论教学成
果，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素养，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需要。在交通运输类高职院校开展“四史”实践教学，有
助于行业特色与“四史”教育的融合，加强思政教育的实效性，使学生感悟信仰之力，坚定理想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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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史可以看成败、见得失、知兴替”，2020年初，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总结大会上的

讲话中强调，“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

重中之重，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同学习党

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以下简称“四

史”）结合起来。[1]”同年 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等

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

见》提出要加强“四史”教育，把其作为对大学生进行思想

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各大高校开设了一系列“四

史”选择性必修课，将“四史”教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中。

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和教育部门高度重视高校开展“四史”教

育，但仅进行理论教学无法达到育人目的，必须开展实践教

学以巩固理论教学成果。

2 “四史”实践教学的内涵

“实践教学”是与“理论教学”相对应的一种教学方

式，根据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人的认识产生于实践又在实践

中发展而来。200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下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意见》的实

施方案，该方案指出：“要把实践教学作为课堂教学的重要

组成部分和巩固理论教学成果的重要环节，通过开展形式多

样的实践教学活动，使大学生深刻体会蕴涵在各门课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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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观察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增强

教育教学效果。[2]”

“四史”实践教学就是与“四史”理论学习相对应的，

以教师主导、学生为中心开展的具有“社会实践内涵”的

教学活动。高校思政课是开展“四史”实践教学的主阵地，

而实践教学也是思政课教学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年学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要坚持理论性和实

践性相统一，用科学理论培养人，重视思政课的实践性，把

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教育引导学生立鸿鹄

志，做奋斗者”[3]。所以，交通运输类高职院校应重视思政

教育的实践教学，在“四史”教育学习中将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在实践教学中提高理解、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确立

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真懂、真信、真用”。

3 交通运输类高职院校开展“四史”实践教

学的意义

3.1 丰富教学内容，有助于增强思政教育的实效性

“知识不是某种独立自足的东西，而是包含在那个使

生命赖以得到维持和发展的过程之中。[3]”理论必须与实践

相结合，否则难以被完全地吸收和认可。“四史”实践教

学是“四史”教育有机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重要教学方式，

也是“四史”理论教学空间的有效延伸。交通运输类高职院

校学生多为理工类学习背景，历史知识基础差，对理论的理

解及兴趣弱，所以教师在教学中不能一味地进行理论知识灌

输。不仅要将“四史”知识的传授拓展至多样化的实践活动

中，还要利用交通运输类高职院校鲜明的行业背景，挖掘特

有的行业资源融入“四史”实践教学中。从单一狭小的课堂

教学迈向多维广阔的社会教学中，使教学内容更鲜活、有内

涵，提高学生的学习参与度和获得感。学生通过在实践中找

寻先辈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不懈奋斗的足

迹，感受“四史”教育的亲和力、感染力和说服力，激发理

性思考，深刻把握历史规律，增强思政教育的实效性。

3.2 增强历史认同，有助于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四史”

教育是一个蕴含丰富思政教育资源的“富矿”。青年学子渴

望了解历史的真相，乐于接受富有启发性的知识，在交通运

输类高职院校开展“四史”实践教学，讲好中国故事、讲好

行业发展故事，让学生拓宽知识广度、积累知识厚度，理解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深刻领悟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然

性，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实践中形成历史思维能

力。当前，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兴起，

使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发展时期的青年很

难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容易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产生动摇。

开展“四史”实践教学就是一剂为广大青年学子辨是非、祛

邪气、扬正气的良药，能引导学生旗帜鲜明地批判、抵制错

误思潮，尊重历史、敬畏历史，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3.3 感悟信仰之力，有助于坚定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是胜利之“钥”、精神之“钙”，大学生要

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首先就要有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社会主义

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史教育，能够为学生树立社会主义、共

产主义理想信念提供不可辩驳的说服力，为学生实现理想信

念提供实践榜样。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史则体现了中国共产

党领导中国人民坚定理想信念，筚路蓝缕、奋发图强，使新

中国由穷变富、由弱变强的过程，其历史事实和所蕴含的精

神价值，能激励学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激情和奋斗意

志，能坚定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仰，坚定对伟大理

想的认同。

4 结语

开展“四史”实践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

理论素养，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需要，也是高校实现

“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育人目标的要求。

所以，在交通运输类高职院校开展“四史”实践教学，意义

深远。实践教学可丰富理论教学内容，提升教学效果，让“四

史”教育从“有意义”到“有意思”，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探

索真理，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坚定理想信念，以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为目标，将思政教育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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