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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高校“四史”教育及其实践路径探析
晏　红

（豫章师范学院　江西南昌　３３０１０３）

摘　要：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简称“四史”）是以历史教育为基础的思想政治教

育。新时期，高校加强“四史”教育意义重大。针对大学生“四史”学习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高校既要加强教师

队伍建设、推进课程改革，又要完善网络平台教育、拓宽实践渠道，努力实现“四史”教育全员、全方位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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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１月８日，习近平同志在“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 题 教 育 总 结 大 会 上 的 重 要 讲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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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合 起

来”［１］。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９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

央委员会第 五 次 全 体 会 议 通 过 了《中 共 中 央 关 于 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

五年远景 目 标 的 建 议》，其 中 强 调 要 加 强“四 史”教

育，弘扬党和 人 民 在 各 个 历 史 时 期 奋 斗 中 形 成 的 伟

大精神。新时期，面 对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战 略 布 局

和世界百年 未 有 之 大 变 局，高 校 应 充 分 认 识“四 史”

教育的重要性，创新学习教育方式，增强“四史”学习

的吸引力、针 对 性、实 效 性，切 实 加 强 大 学 生“四 史”

教育，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一、新时 期 高 校 加 强“四 史”教 育 的 重 要

性

“四史”教育 不 是 单 纯 的 历 史 教 育，而 是 以 历 史

为基础的思想政治教育，是特殊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四史”反映 了 中 国 共 产 党 自 身 的 建 设、人 民 的 政 治

选择、国家的发 展 探 索、理 论 的 不 断 创 新，高 校 加 强

“四史”教育，对当代大学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有利于 大 学 生 树 立 正 确 史 观，筑 牢 思 想 防

线

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

话谈到，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 原 理，为 我 们 提 供 了 基 本 的 世 界 观、方 法 论［２］。

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

律，指出社会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历史、社会和历史存

在着必然的 继 承 和 发 展 关 系。只 有 承 认 历 史，尊 重

历史，看待、分 析 和 处 理 问 题 时 才 会 更 加 全 面、更 加

客观、更加接近事物本身的客观规律。近年来，随着

对外开放的深 入，西 方 一 些 政 治 理 论 和 价 值 观 念 也

随之涌入，其中不乏特定的政治倾向性的错误思潮，

比如历史虚无 主 义、新 自 由 主 义、民 主 社 会 主 义、宪

政民主、“普 世 价 值 论”、“新 闻 自 由”思 潮 等，将 矛 头

指向中国 共 产 党，质 疑 和 否 定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大学生处于世 界 观、人 生 观、价 值 观 的 重 要 形 成 期，

部分学生面对各种思潮，缺乏一定分辨判断能力，易

盲从轻信。意识 形 态 安 全 关 乎 国 家 政 治 安 全、文 化

安全，关乎道 路 安 全。当 代 大 学 生 是 社 会 主 义 事 业

的生力军，肩 负 着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时 代 重

任，高校加强“四史”教育，可以让当代大学生牢牢树

立正确的历史观，了解事实、把握规律、理清脉络、得

出正确的历史结论，有效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冲击，

筑牢意识形态主阵地。

（二）有利于 大 学 生 培 养 历 史 思 维，厚 植 人 民 情

怀

历史思维是指思维的历史方法，把过去、现在和

未来贯通起来去思考问题，从而为总结历史规律、理

性分析现实、探寻未来发展提供科学的思想武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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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史”教育，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培养学生历

史思维能力，让 学 生 深 刻 体 会 历 史 为 什 么 会 选 择 中

国共产党，为什么会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深刻体会

红色政权为什 么 能 够 存 在，新 中 国 为 什 么 能 够 建 立

并冲破重重阻 力 不 断 发 展 壮 大；深 刻 体 会 中 国 特 色

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够开创辉煌。人民是历史的创造

者，中国 共 产 党１００年 历 史 的 波 澜 壮 阔，新 中 国７０
余年的发展，改革开放４０余年的飞跃都体现了一条

历史主线———“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一心为

了人民，没有自 身 特 殊 利 益，因 此 被 历 史、被 人 民 所

选择，而人民又孕育了党的胜利。历史证明，只要汇

聚民意民智、凝 聚 民 心 民 力，紧 密 依 靠 人 民，就 能 不

断创造历史伟业。“四史”教育使广大青年学生知往

鉴今，夯实人民情感，牢牢树立群众史观，扎根人民，

强化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把

自己的命运和祖国、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

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实现人生价值。

（三）有利于 大 学 生 坚 定 政 治 信 仰，勇 做 时 代 新

人

政治信仰是 指 人 们 对 政 治 意 识 形 态 的 认 同，对

政治体系、政治 制 度、政 治 理 论 等 的 高 度 认 可，并 在

此基础上产生的政治情感、政治动力、政治目标和政

治行为。当代大 学 生 肩 负 历 史 重 任，政 治 信 仰 出 现

问题，不但会影 响 其 正 确 的 世 界 观、人 生 观、价 值 观

的形成，也将 关 乎 国 家 的 前 途 和 命 运。在 经 济 全 球

化、政治多元化、信 息 网 络 化 的 新 时 期，面 对 各 种 政

治理论、价值理念的冲击，部分大学生在大是大非面

前，站不稳正 确 的 政 治 立 场，政 治 信 仰 发 生 了 动 摇。

“四史”教育，可 以 让 学 生 深 刻 了 解 在 近 代 中 国 积 贫

积弱，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如何

在马克思主义 指 导 下，立 足 中 国 国 情，走 出 一 条“农

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浴血奋战，

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 了 新 中 国；１９５６年 底，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

我们党又是 如 何 开 始 了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道 路 的 探 索，

取得巨大成就，也遭受过巨大挫折，如何不断总结经

验、吸取教训，努 力 掌 握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的 客 观 规 律；

十一届三中全 会 以 后，中 国 共 产 党 人 以 世 界 眼 光 来

观察和思考中 国 问 题，如 何 总 结 历 史、正 视 现 实，放

眼未来、艰辛探索，领导全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又是如

何推动党和国 家 事 业 取 得 了 开 创 性、全 方 位 的 历 史

性成就。在历史和事实面前，在辉煌成就面前，促使

当代大学生感悟思考，爱党爱国情怀才能不断提升，

才能发自内 心 地 坚 定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道 路 自 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定马克思主义，坚

定中国特色社 会 主 义 共 同 理 想，胸 怀 共 产 主 义 远 大

理想。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甘于奉献，成为有理想、

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成长为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二、新时 期 大 学 生“四 史”学 习 的 现 状 分

析

新时期，很多 高 校 都 非 常 注 重 大 学 生“四 史”教

育，取得 了 一 定 成 效，也 面 临 着 一 定 困 境。大 学 生

“四史”学习存在着知识匮乏，学习主动性不够、学习

热情欠缺等问题，还要面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冲击。

（一）“四史”知识匮乏

首先，“四史”知识掌握缺乏全面性、系统性。正

确的情感、意 志 建 立 在 正 确 认 知 的 基 础 上，要 通 过

“四史”教育达到提升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素养的目

的，要求 学 生 必 须 有 相 对 完 善 的“四 史”知 识 结 构。

现实中，相当 一 部 分 大 学 生 对“四 史”知 识 的 了 解 和

掌握来自 初 高 中 时 期 的 学 习，来 自 网 络、媒 体 的 宣

传，知识“碎片化”现象比较严重，对很多重大历史事

件相对模糊，细 节 问 题 更 是 知 之 甚 少。全 国 高 等 院

校（本科）主 要 开 设 了 五 门 必 修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其

中，尽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围绕历史展开，但该

课程重“纲”、重“要”，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并不能通过

这门课的学 习 达 到 形 成 完 整、系 统“四 史”知 识 体 系

的目的。其次，“四 史”内 涵 把 握 不 深 刻。部 分 学 生

将党史、新中国 史、改 革 开 放 史、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相

割裂，变成纯粹的历史知识学习，还有部分学生在学

习中将历史与现实分离、历史与实践分离。导致“四

史”学习 本 身 不 能 贯 通，不 能 从 历 史 演 进 中 去 理 脉

络、寻规律，不 能 与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理 论 贯 通，也 不

能同“四个伟 大”丰 富 实 践 贯 通，更 不 能 同 学 习 贯 彻

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大战略有机结合。

（二）“四史”学习热情缺乏

部分大学生 对“四 史”学 习 的 重 要 性 认 识 不 足，

认为其与将来自身发展并无关联，缺乏足够重视；有

的大学生认为“四史”在高校没有开设专门的必修课

程，不存在考试过关和学分问题，日常考核中也没有

硬性指标，可学 可 不 学，疏 于 学 习；有 的 大 学 生 认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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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史”学习无“获得感”，缺乏动力，更愿意将时间和

精力放在专业课程的学习上；还有的大学生认为“四

史”都是历史，是 过 往 过 时 的 东 西，与 当 今 的 社 会 热

点、与自己的实 际 问 题 毫 无 关 联，不 需 要 学 习，缺 乏

学习兴趣。总体来说，针对“四史”的学习热情不高，

缺乏学习的系统性和自觉性，学习效果不理想。

（三）面临历史虚无主义的冲击

历史虚无主 义“从 根 本 上 否 定 马 克 思 主 义 指 导

地位和中国走 向 社 会 主 义 的 历 史 必 然 性，否 定 中 国

共产党的领导”［４］。其以西方政治立场、话语体系为

标准，打着“解读”“还原”“重构”的旗号，肆意歪曲党

史国史，矮化中华民族和优秀文化传统，否定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否 定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随 着 互 联 网

的飞速发展，新 媒 体 成 为 历 史 虚 无 主 义 泛 滥 的 主 要

途径，其利用微信、微博、论坛、视频网站等移动客户

端大肆进 行 碎 片 化、污 名 化 散 播；利 用 重 要 讲 话 发

表、重大节庆 日、历 史 事 件 纪 念 等 时 点 设 置“话 语 陷

阱”，热炒话题、扰乱舆论、混淆视听。据第４７次《中

国互联网络发 展 状 况 统 计 报 告》显 示，截 至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中国手机网民规模９．８６亿，中 国 网 民 的 人 均

每周上网时 长 为２６．２个 小 时，网 民 群 体 中，学 生 最

多，占比为２１．０％。与此同时，自媒体的发展使得信

息可以随时发 布，手 机 网 民 数 量 的 庞 大 导 致 信 息 可

以随时随地接 收，某 种 程 度 上 为 历 史 虚 无 主 义 的 传

播提供了便 利。部 分 大 学 生 对 新 的 理 论 观 点、新 的

历史资料好奇心强烈，对社会的认识又不够深刻、全

面，面对错误言 论，缺 乏 清 醒 的 认 识、缺 乏 理 论 是 非

的分析判断力，甚至怀疑正确价值观和正确历史观，

对“四史”学习教育的广泛开展极为不利。

三、新时 期 高 校 加 强“四 史”教 育 的 实 践

路径

高校是意识 形 态 工 作 的 前 沿 阵 地，肩 负 着 立 德

树人的根本 任 务。新 时 期，加 强“四 史”教 育 是 顺 应

时代要求，推进高校思想政治“三进”工作、实现思想

政治教育“三全育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应

从打造强有力的教师队伍、推进课程改革、加强互联

网建设、拓宽实践渠道等方面着手，切实推进大学生

“四史”教育。

（一）围绕“立德树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政治立场要坚定。“政治立场事关根本”［５］。教

师身负 着 铸 魂 育 人 的 重 任。习 近 平 同 志 曾 多 次 强

调，要让有信仰的人来讲信仰，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

题，在大是大 非 面 前 始 终 保 持 政 治 清 醒。一 要 有 崇

高的理想信念，把牢政治方向。要坚信马克思主义、

坚信共产主义、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共 同 理 想 及 中 华

民族伟大复兴 的 中 国 梦，坚 定 不 移 地 走 中 国 特 色 社

会主义道路，自 觉 用“四 个 意 识”把 握 方 向、用“四 个

自信”筑牢根基、将“两个维护”落实行动［６］。二要有

敏锐的“政治嗅觉”。要时刻关注党和国家的各项方

针和政策，把握国家和社会发展改革方向，了解教育

发展动态，善 于 站 在 政 治 角 度 从 细 节 和 隐 蔽 处 辨 识

各种思潮，从而掌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权。

业务水平 要 精 湛。师 者，传 道 授 业 解 惑。扎 实

全面的学识和相应的职业能力是新时期教师的基本

要求。一要有完善的知识结构。要用马克思主义理

论武装头脑，深 刻 领 会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义思想的科 学 内 涵 和 实 践 要 求；要 树 立 高 度 的 文

化自觉和文化 自 信，知 史 明 史，从 中 华 传 统 文 化、红

色革命文化、社 会 主 义 先 进 文 化 中 吸 取 思 想 精 华 和

文化精髓；要注 重 多 学 科 知 识 融 会 贯 通，教 育 学、心

理学、社会学、历史学、传播学等许多学科知识在“四

史”教育中都 能 够 得 到 体 现，教 师 要 努 力 多 懂 一 些，

多用一些。二要具备相应的职业能力。如教学组织

能力、沟通交际能力、终身学习能力等能让教师紧跟

时代步伐，调动 教 学 双 方 的 积 极 性，提 高 效 率，得 心

应手地完成各 项 教 学 任 务，并 促 使 学 生 运 用 所 学 知

识去完成未来工作和不断发展创新；新时期，尤其要

着重创新教育理念，改进教学方式，加强网络技术学

习，实现线上线下教学有效融合。

师德师风 要 高 尚。师 德 是 教 师 的 灵 魂、立 业 之

基、从教之要。一要以德立身。教师职业的特殊性，

决定了教师必须是品德高尚的人，只有这样，才能获

得学生的尊重和信服。教师应明大德、严公德、守私

德，并与教师职业操守相融合，自觉将其内化为内在

的道德品 质；要 切 实 承 担 教 育 者 的 社 会 责 任，知 荣

辱、讲正气、作奉献，涵养、辐射和传播正能量。二要

以德施教。高校 教 师 肩 负 立 德 树 人 的 重 任，要 引 导

学生树立正确 的 世 界 观 和 历 史 观，准 确 把 握 时 代 发

展潮流，以科学的理想信念指引人生前进的方向；教

师要不断探索、追求新知，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教

育理念，善于运 用 现 代 信 息 技 术、创 新 教 学 模 式；尊

重学生个性，探 索 建 立 朋 辈 关 系，理 解、关 心 每 一 位

学生。

此外，高 校 还 应 从 党 校、社 科 机 构 遴 选 专 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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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聘请长期客 座 教 授，夯 实 教 师 队 伍；高 校 党 政 领

导带头上好“四史”示范课，汇聚合力。

（二）推进课程改革，守住“四史”教育“主阵地”

加强“思政课程”主渠道建设。一要将“四史”教

育有效融入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重 视“四 史”对 思 想 政

治理论课的 作 用。目 前，高 等 学 校（本 科）主 要 开 设

了五门必修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分别是“思想道德

修养与法 律 基 础”（简 称“基 础”）、“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理概论”（简 称“原 理”）、“毛 泽 东 思 想 和 中 国 特 色

社会主义 理 论 体 系 概 论”（简 称“概 论”）、“中 国 近 现

代史纲要”（简称“纲要”）和“形势与政策”，思政课教

师应切实 将 正 确 的 历 史 观 和 历 史 教 育 融 入 课 程 教

学。如“基础”课，只 有 联 系 党 史、新 中 国 史、改 革 开

放史，才能让学 生 对 理 想 信 念、中 国 精 神、社 会 主 义

核心价值观等有深刻理解；“原理”课，大学生从中学

习了马克 思 主 义 的 唯 物 论、辩 证 法、认 识 论 和 历 史

观，其中“社 会 主 义 的 发 展 及 其 规 律”一 章 就 是 简 化

的社会主义 发 展 史；“概 论”课 以 马 克 思 主 义 中 国 化

为主线，充分 反 映 中 国 共 产 党 不 断 推 进 马 克 思 主 义

基本原理 与 中 国 实 际 相 结 合 的 历 史 进 程 和 基 本 经

验，其中很多内 容，如 新 民 主 主 义 革 命 理 论、社 会 主

义革命和建设、党的建设、改革开放等，离开了历史，

就无法讲深 讲 透；“形 势 与 政 策”教 学 离 开 了“四 史”

背景，就无法让学生知识结构体系化；“纲要”课是五

门必修课中唯 一 的 专 门 历 史 课 程，课 程 内 容 涵 盖 了

“四史”，是 高 校 开 展“四 史”教 育 的 重 要 渠 道。二 要

注意课程之间的配合和协调。尽管每门课程都涵盖

了“四史”教育，但在实际教学中，基本都只从自身的

课程目标和内容出发，各自为政，导致学生学习内容

重复或知识呈碎片化趋势。高校教学督导部门应出

台指导性 意 见，联 系 实 际，加 强 各 教 学 单 位 分 工 协

调，使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四史”教育系统化。

注重专 业 课 程 中“四 史”元 素 的 挖 掘 和 运 用。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行同向，守好一段渠，种

好责 任 田，共 同 守 住 高 校“四 史”教 育“主 阵 地”。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８日教育部印发实施了《高等学校课程

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课程思政”全面推进。教学过

程中，教师应把握专业特点，注重“四史”教育元素的

灵活运用。如教 育 类 专 业 课 程 注 重 爱 岗 敬 业、理 想

信念、爱国主义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理工类专业课

把马克思主义 立 场 观 点 方 法 和 工 匠 精 神、科 学 精 神

的培养相结合；艺术类专业课引导学生扎根人民、深

入生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正确的艺术观

和创作 观。教 师 应 结 合“四 史”中 相 关 重 大 历 史 事

件、历史文件、重 要 历 史 人 物、历 史 故 事 随 时 随 刻 地

进行“四史”教 育，充 分 发 挥“课 程 思 政”的 知 识 传 授

和价值引领相 统 一、显 性 教 育 和 隐 性 教 育 相 统 一 的

育人功能。

增开相应 选 修 课 程。现 有 本 科 课 程 体 系 下，没

有开设专门的 党 史、新 中 国 史、改 革 开 放 史、社 会 主

义发展史的 课 程，鉴 于“四 史”教 育 的 重 要 性 和 特 殊

性，结合时代特点和学生特性，高校应适当开设一些

选修课。如加强党史教育，可以开设“中国共产党历

史”；“四史”中 学 生 感 受 最 深 的 是 改 革 开 放 史，可 以

推进开设相应 课 程；学 生 的 历 史 知 识 体 系 中 关 于 世

界社会主义发展史部分非常缺乏，可以开设“社会主

义发展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

（三）创建网络平台，丰富“四史”教育载体

“内容为 王，模 块 设 计”。当 代 大 学 生，生 活、学

习各方面都离 不 开 网 络，网 络 深 深 影 响 着 他 们 的 思

维方式、心理状态。高校应充分运用新媒体技术，开

设“四史”教 育 网 站、官 方 微 博、微 信 平 台 等，以 学 生

熟悉的网络话 语 体 系，通 过 高 度 凝 练、极 具 趣 味、可

视性表达方式传播主流价值，优话网络育人空间，探

索“四史”网络教育实效。一坚持内容为王，针对“四

史”本身既独 立 又 贯 通，学 生 知 识 结 构 较 碎 片，社 会

网络信息蜂拥 杂 乱 等 特 点，高 校 网 络 平 台 建 设 中 要

严把内容关。要符合历史规律，坚持知识的系统性、

连续性和完整性相统一；符合学生学习特点，坚持精

品性和专业性相统一；针对社会热点，坚持信息多样

性和解读准 确 性 相 统 一。二 坚 持 模 块 化 设 计，高 校

“四史”网络 学 习 平 台 建 设 中，可 进 行 一 级、二 级、三

级版块的设 计。党 史、新 中 国 史、改 革 开 放 史、社 会

主义发展史 为 一 级 版 块，人 物、军 事、政 治、经 济、文

化、故事、会议、战争、历史事件等可根据学生兴趣分

列二、三级版 块，版 块 之 间 既 相 互 独 立 又 相 互 连 通，

便于随时维护和更新。

利用大数 据 技 术，推 进 个 性 化 学 习。将 大 数 据

技术运用到平 台 建 设 中，通 过 收 集 学 生 在 学 习 中 产

生的大量数据，将学生想要了解、感兴趣的知识在其

个人页面及时推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强

化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此外，设 立 互 动 区，以 问 题 为 导 向，及 时 了 解 学

生动态；开发相应历史游戏，激发学生兴趣，如“华东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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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大学”官方微信公众号，就推出过“网上学党史”

游戏，互 动 答 题，“打 擂 台、赢 奖 品”，学 生 参 与 度 很

高；外联“学习强国”等学习平台，与时代及时对接。

（四）拓宽实践渠道，全方位协同育人

加强校社合 作，建 立“四 史”教 育 实 践 基 地。高

校要结合地方 特 色，与 红 色 旅 游 胜 地、纪 念 馆、博 物

馆、故居、烈士 陵 园、基 地、企 业 等 对 接，挂 牌 建 立 相

应的实践基 地。通 过 组 织 学 生 分 期 有 序 地 学 习、参

观，把素材变成 教 材，在 历 史 的 发 生 地 讲 历 史，用 细

节、图片、故事、成就感悟学生，将情感体验融入理性

思考，这种教育效果来得更真切、更深刻。

将“四史”融入校园环境文化建设。高校通过在

校园内建立“四史”知识长廊、“四史”图片角、“四史”

文化墙等 方 式，让 学 生 参 与，进 行“校 园—院 系—班

级”多重化的校园环境建设，营造浓厚的学习和文化

氛围，使“四史”文化随处可见、随时可学。

抓住重 要 时 点、节 点，开 展 形 式 多 样 的 实 践 活

动。漫长历史长河，记录了众多重大历史事件，产生

了一系列法定节日、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日，如七一党

的生日、八一建军节、国庆节、一二·九运动纪念等。

高校应抓住契机，以理论宣讲、专题讲座、知识竞赛、

中国故事讲堂、文艺展演等形式，同时组织学生书画

摄影作品展、图片展、学生动手制作小视频和微电影

作品展等，开展相应实践活动；尤其是围绕国家开展

的大型纪念活动，如纪念马克思诞辰２００周年、庆祝

改革开放４０周 年、纪 念 五 四 运 动１００周 年、纪 念 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７５周年、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７０周年等，

积极开展系列专题活动。

综上，民族复兴伟大进程中，当代大学生是见证

者和参与者。新 时 期，加 强 大 学 生“四 史”教 育 是 高

校落实立德树 人 根 本 任 务 的 关 键，其 关 乎 着 意 识 形

态安全，关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高校应切实重视“四史”教

育，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将“四史”教育落实、落细。

参考文献：

［１］习近平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

上的讲话［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０－０１－０９（００２）．

［２］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Ｎ］．

人民日报，２０１６－０５－１９（００２）．

［３］李正义 ．历 史 思 维 的 方 法 论 意 义［Ｎ］．学 习 时 报，

２０２０－０６－１５（００２）．

［４］中共中央党史研 究 室 ．反 对 历 史 虚 无 主 义［Ｍ］．北

京：中央党史出版社，２０１７：１４３．

［５］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 例［Ｍ］．北 京：法 律

出版社，２０１９：６．

［６］靳诺 ．围绕立德树人　加强“四史”教 育［Ｊ］．思 想 政

治工作研究，２０２０，（０５）：２２－２４．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ａｔｈ　ｏｆ"Ｆｏｕ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ｅｒｉｏｄ

ＹＡＮ　Ｈｏｎｇ
（ＹｕＺｈａ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ｇｘｉ，３３０１０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Ｎｅｗ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Ｆｏｕ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ａｒ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ｅ－

ｒｉｏｄ，ｉｔ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Ｆｏｕ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ｂ－

ｌｅｍｓ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Ｆｏｕ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ｔａｆｆ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ｒｅｆｏｒｍ，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ｂｒｏａｄｅ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ｄ　ｓｔｒｉｖｅ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Ｆｏｕ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ｒｏｕ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ｎｅｗ　ｐｅｒｉｏｄ；ｔｈｅ"Ｆｏｕ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ｌｌｅｇｅ

（责任编辑：邓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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