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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党员干部“四史”教育的理论思考 

与实践探索 

于国君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纪律检查委员会，辽宁 阜新 123000） 

 

摘  要：高校党员干部“四史”教育是全党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部分，是高校更好肩负起时代使

命的必然要求。开展高校党员干部“四史”教育，是提高领导干部历史思维能力的时代要求，是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坚强保证，是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渗透的有力措施。广大高校党员干部

要通过“四史”教育，掌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坚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

高校党员干部“四史”教育，要准确把握时空特点，突出灵活性；准确把握对象特点，增强说服

力；准确把握目标特点，激发实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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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thinking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four 

histories" education for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YU Guojun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Liaoning Technical University, Fuxin 123000, China) 

Abstract：The "four histories" education of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learning and education of the party history, which is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better shoulder the mission of the times. To carry out the 

"four histories" education for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the 

requirement of the times to improve the historical thinking of leading cadres, the strong guarantee to 

carry out the basic task of establish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and the powerful measure to 

resist the infiltration of historical nihilism. Through the "four histories" education, the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master the quintessence of Marxism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irmly commit themselves to our original aspiration of educating talents for 

the Party and our nation. In order to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four histories" education,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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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gras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ime and space accurately and stress the flexibility; gras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bjects accurately and enhance the persuasiveness; gras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bjectives accurately and stimulate the practical force. 

Key words：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our histories" education; 

theoretical thinking; practical exploration 

 

0 引言 

2013 年 6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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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级领导干部还要认真学习党史、

国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2]。在建党百

年之际，全党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党

的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全党必须要抓

好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高校党员干部“四

史”教育是全党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部分，

是高校更好肩负起时代使命的必然要求。 

1 高校党员干部“四史”教育的时代
意蕴 

1.1 提高领导干部历史思维能力的时代要求 

2017 年 5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

政法大学考察时指出，青年人要“善于把握

历史和时代的发展方向”“养成了历史思维、

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的习惯，终

身受用”。习近平总书记将“历史思维”列

为领导干部应具备的 6 种思维能力之一。历

史思维是衡量高校党员干部的“硬指标”，

高校党员干部只有不断提高历史思维能力，

树立科学的大历史观，学习和总结历史，了

解和把握规律，提升文化素养，才能更好肩

负起党和国家赋予的时代使命。一是树立科

学历史观。加强历史学习，把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与“四史”学习

结合起来，树立科学历史观，提高政治站位，

精准把握立德树人的历史逻辑，引导教育广

大师生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带头做

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

行之”。二是坚定人民立场。马克思主义唯

物史观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实

践也充分证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

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主体力量是人民，唯

有扎根人民，才能获得强大的发展动力。高

校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以师生为本的办学理念，以人才培养为

中心工作，以维护师生利益为宗旨，以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为初心使命。三是要练就育

人本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过

程中，积累了宝贵经验，包括崇高的理想信

仰、伟大的革命精神、优良的工作作风等，

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高

校党员干部可以通过“四史”教育，将“四

史”中的宝贵经验转化为育人本领。四是要

强化责任担当。对于高校党员干部而言，要

通过“四史”教育，不断强化责任意识、担

当意识，践行好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

使命。 

1.2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坚强保证 

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面临着诸

多挑战，从外因来看，后疫情时代人类社会

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西方国家之间

的意识形态论争、中美贸易摩擦、边界冲突、

南海博弈、台海局势等，使高校育人环境变

得复杂严峻。一方面，青年学生的思想动态

十分活跃，价值观还没有完全形成，很容易

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另一方面，面对立德

树人的新形势新要求，高校党员干部不同程

度地暴露出“本领恐慌”。当前，高校党员

干部普遍学历高、年轻化，大部分是“专家

型”领导干部，管理思路清晰、专业能力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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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在教学、科研、学科建设中发挥着“领

头雁”作用，但个别领导干部在认知或思想

上有一种误区，重“教书”轻“育人”、重

“智育”轻“德育”。领导干部作为教师队

伍中的佼佼者，理应在各项业务工作中发挥

带头示范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具备高度

的政治自觉，自觉把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

任务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政

治高度和历史方位中去理解和把握，充分认

识到立德树人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进而增强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从当前

高校实际来看，要进一步促进“党务”和“业

务”的双向融合，要避免业务领导干部只重

视业务、党务领导干部只重视党务，而应两

者兼顾，业务干部要讲政治，党务干部要懂

业务，努力成长为“讲政治的教育家，懂教

育的政治家”。 

1.3 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渗透的有力措施 

历史虚无主义往往以反思历史、学术探

讨之名，表面上看似否定历史，实质上否定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历史虚无

主义宣扬“中国崩溃论”“历史终结论”，

最终目的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西方反华势力一直

以来推行的“和平演变”的历史文化表现。

育人先育己，高校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对

广大师生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高校

党员干部理应成为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排

头兵”。高校党员干部要通过“四史”教育，

揭示历史虚无主义的唯心本质，揭露反党反

社会主义的政治阴谋。历史虚无主义以选择

性、片面性，或扭曲、诬蔑等方式否定党史、

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

地位和价值，进而动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文化根脉和思想基础。历史虚无主义是从主

观臆断出发全面否定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

人民取得巨大成就的客观事实，其本质是唯

心史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

大会上强调，“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

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更好正本清

源、固本培元”[3]。高校党员干部要带头开

展“四史”教育，准确把握历史中的关键人

物和重大事件，通过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

讲清楚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

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增强“四个自信”，从根本上抵御历史虚无

主义渗透。 

2 高校党员干部“四史”教育的内容
和目标 

2.1 掌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 

毛泽东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

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

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

得胜利是不可能的”[4]。中国共产党坚持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将马克思主义与中

国革命、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取得新民主主

义革命胜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推进社会

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中国大地扎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

要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

机构成。高校党员干部要通过“四史”教育，

学习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掌握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运用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把马

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学精悟透用好”[5]。

只有深入学习“四史”，从中汲取智慧力量，

才能回答好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 

2.2 汲取党全面领导高校的经验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既是我国高等教

育事业取得成就的宝贵经验，也是中国特色



第 4 期                     于国君：高校党员干部“四史”教育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                      251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网址：http://nlgc.cbpt.cnki.net/ 

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特征、政治优势，更是

我国高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的根本保证。历史实践证明，

什么时候党的全面领导坚持的好，高等教育

事业就会蓬勃发展；什么时候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的不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就会受到影

响，甚至遭受严重挫折。“各级党委要把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加强领导和

指导，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各部门各方面齐

抓共管的工作格局”[6]，党对高校的领导主

要是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在长期的发展实

践中，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完善党委领导下

的校长负责制等制度建设，加强对高校的政

治领导和思想领导。陕北公学在成立之初就

实行了党团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保证了以

陕北公学为代表的红色高等教育发展始终

与民族救亡大业同向同行。新中国成立后，

这一制度正式写入《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

行工作条例（草案）》，以制度形式强化党

对高校各项工作中的统一领导。改革开放以

后，高校进行过改革领导体制的探索，最终

确立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并写入

《高等教育法》。 

2.3 坚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

义发展史各有侧重，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

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贯穿始终，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是“四史”

的主导逻辑。高校的初心使命符合中国共产

党初心使命的基本规定，即体现始终坚持马

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同时又具有鲜明的特征，即承担

为党和国家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的神圣使命。开展高校党员干部“四史”教

育，就是要强化高校党员干部坚定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通过高校党员干

部“四史”教育，一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

导地位，增强“四个自信”。坚持和巩固马

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坚定

初心使命，带领广大人民创造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辉煌成就的宝贵经验。我国高校坚

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党的领导，坚定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首先要坚

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

的指导地位。高校党员干部要通过“四史”

教育，增强“四个自信”，真学真信真懂真

用马克思主义，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

的凝聚力和引领力。二是要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践行“四个统一”。高校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是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

心使命的具体体现。通过“四史”学习教育，

要进一步清醒地认识到，“培养什么人”“如

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

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致力于为社会主

义事业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符合广大人民

群众对教育的期待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

诉求。教育者先受教育，高校党员干部作为

教师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四个统一”要求，作青年学生健康

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三是要推进科教兴

国战略，做到“四个服务”。党的十九大提

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并将“统筹推进世

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写入党的十九

大报告。高校党员干部冲锋在推进高校“双

一流”建设的最前沿，要通过“四史”教育，

强化历史使命和时代担当，推进学校事业发

展与国家同向前行，做到“四个服务”。 

3 高校党员干部“四史”教育的实践
路径 

3.1 准确把握时空特点，突出高校党员干部

“四史”教育的灵活性 

长期的理论学习，使高校党员干部的政

治自党、理论自觉、文化自觉高于一般的党

员干部。但是高校党员干部兼具多个身份，

作为教师要讲好课、带好学生，作为管理干

部又要承担许多业务工作，经常性开展全校

党员干部集中式学习教育很不现实，这就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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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高校党员干部“四史”教育在时间空间上

的高度灵活性。另外，要注重形式上的灵活

性，“四史”学习教育要做到沿用好办法、

改进老办法、探索新办法，注重形式上的灵

活创新。 

一是突出时间上的灵活性。集中学习教

育和日常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尤其要重视日

常学习教育的设计、督促、考核、成果转化

工作；校中心组学习和二级学院中心组学习

结合起来，尤其要重视统筹推进校院两级中

心组学习，发挥校中心组的引导作用，鼓励

二级学院中心组立足学院工作，创造性开展

具有本学院特色的“四史”学习教育。互联

网时代，青年师生包括领导干部容易沉迷于

手机娱乐，高校党员干部“四史”学习教育

要占领手机娱乐造成的“碎片化”时间，整

合时间、化零为整。二是突出空间上的灵活

性。固定学习教育和移动学习教育结合起

来，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以固定的

方式开展“四史”学习教育是传统学习教育

模式，要注重传统学习教育优势与互联网技

术的高度融合。目前，很多主流网络媒体设

置了“四史”学习教育专题，相关 APP 也在

不断推出，各高校“三微一端”广泛宣传“四

史”，高校党员干部“四史”学习教育完全

可以打破传统的时空限制，通过移动学习方

式增强“四史”学习教育的实际效果。三是

突出形式上的灵活性。校内学习教育与校外

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组织好校内的专题宣

传、事迹报告会、专家报告、研讨会、民主

生活会等，同时，还要多采用参观基地、素

质拓展、模拟长征等方式，使高校党员干部

在“润物细无声”中接受“四史”教育；线

下学习教育与线上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两者

互相补充、互相促进。 

3.2 准确把握对象特点，增强高校党员干部

“四史”教育的说服力 

与一般党员干部相比，高校党员干部对

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

社会发展规律的求知欲望更为强烈。但是，

高校党员干部大部分是从学校到学校，缺乏

社会实践经历，很多时候高校党员干部是从

理论看理论，从学校看学校，从工作看工作，

这就需要高校党员干部“四史”教育做到政

治性与学理性相统一、价值性与知识性相统

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不断增强“四

史”教育的说服力。一是用马克思主义最新

理论成果增强说服力。开展好“四史”教育

是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因此，每一名党员必

须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自觉，但“四

史”教育不能成为简单的政治宣传、政治说

教、政治灌输，“四史”教育要以透彻的学

理分析回应实际工作，以彻底的思想理论说

服党员干部，用真理的强大力量引导事业发

展。高校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学科优势、人才

优势、理论优势，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与“四史”学习教育紧密结合

起来，把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转化为解

决实际问题、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需

要注意的是，不能以学理性弱化政治性，要

始终把政治性摆在“四史”学习教育的首位。

二是用全面客观的历史事实增强说服力。

“四史”蕴含着丰富的教育资源，要深入挖

掘蕴藏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

会主义发展史中的历史事实，只有全面客观

了解“四史”的来龙去脉，才能坚定政治定

力，坚持党的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事

业发展的方向不动摇。另一方面，要开展“四

史+校史”学习教育，一所高校的发展史是

中国近现代史和社会发展变迁的缩影，蕴含

着丰富的大学精神、大学文化，“四史+校

史”学习教育可以使高校党员干部产生情感

共鸣，有助于提升“四史”教育的实际效果。

三是用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增强说服力。“四

史”是一部奋斗史、实践史，“四史”教育

的说服力恰恰也是来自于“四史”的实践性。

高校党员干部“四史”教育，要加深对于“四

史”的理论认知和实践体验，让广大高校党

员干部走出校门，通过社会观察、社会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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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实践，全面客观了解国情社情民情，亲

身感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取得的

伟大成就，使高校党员干部在实践体悟中感

受到“四史”教育的实践性和说服力。 

3.3 准确把握目标特点，激发高校党员干部

“四史”教育的行动力 

高校党员干部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

的中坚力量，需要培养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担

当精神。党员干部在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中具

有规范、引导作用，这种作用涉及思想、道

德、行为等诸多方面，党员干部的“三观”

能够感染广大师生，党风、政风能够带动教

风、学风、师德师风，进而汇聚起推动高等

教育事业发展的磅礴力量。因此，高校党员

干部“四史”教育，一定要立足工作实际去

认识、谋划和部署。高校党员干部“四史”

教育的成效要通过是否激发了党员干部群

体的行动力，是否推动了高等教育事业发展

来进行最终评价。激发高校党员干部的行动

力，可以分为激发进取心、激发事业心、激

发行动力等 3 个阶段推进。一是以史为鉴、

认识自我，激发进取心。就高校党员干部“四

史”教育而言，认识自我包括认识党员干部

个人和认识学校事业发展实际。通过“四史”

教育，高校党员干部对自身和事业发展要有

清晰认识，要对标党的优良传统、党纪国法、

党内规章制度，遵循历史发展规律。个人可

以从思想、工作、作风等方面查找差距，学

校可以从党的建设、人才培养、学科建设、

师资队伍等方面查摆不足。不断完善自我，

持续激发党员干部敢于查摆不足，敢于担当

斗争，永葆对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事业的进

取心。二是以史为鉴、了解大局，激发事业

心。当前，“大局”是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关键时期，后疫情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发展将面临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大

局”是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推进中国教育现

代化，建设教育强国，推进“双一流”建设。

高校党员干部要立足大局、了解大局，清醒

认识学校所处的历史方位，真正把自己摆进

去，不断激发事业心。三是以史为鉴、解决

问题，激发行动力。激发进取心、事业心的

最终目的是激发行动力，把进取心和事业心

转化为推动学校事业发展的行动力，这也是

开展“四史”教育的最终价值指向。 

4 结语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2]，明理、

增信、崇德是力行的基础，力行是明理、增

信、崇德的价值目标。高校党员干部“四史”

教育，必须要立足学校实际，找准制约学校

事业发展的“卡脖子”问题，采取切实可行

的解决措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提供强大的智力和人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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