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足立德树人   加强“四史”教育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

视历史的学习，多次强调要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并对世界社会主义 五百年的历史

作出深刻阐述、对改革开放 40 年的 历史进行了系统总结。2019 年 10 月，党的十

九届 四中全会将“改革开放史”作为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学习内容，

和党史、新中国史并列起来。2020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发表讲话，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的基础上

增加了“社 会主义发展史”，提出要学习“党史、 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

义发展史”（以下简称“四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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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四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坚持思想建党、理论

强党，不忘初心才能更加自觉，担当使命才能更加

坚定”“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

的重中之重，并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

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四史”内容虽

各有侧重，但整体讲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

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实践史，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是“四史”的主线。



1.    党史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走向成熟的实践史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就是中国共产党自 1921 年成立以来的整个发展历程。通 过学习党的历史，

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政党，在百年实践中不断总结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

统筹推进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和制度建设，成长为世界上为数不多、具有强大政

治领导能力的成熟政党。

一、什么是“四史”？



           2.    新中国史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建设新中国的实践史 

➢新中国史，就是 1949 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 社会主义革
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

➢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己任，带领人民实现了中华
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力推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正确判断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使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一、什么是“四史”？



3.   改革开放史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实践史

➢改革开放史，是从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过程。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启的一次伟大革命，实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目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
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一、什么是“四史”？



4.  社会主义发展史是中国共产党引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是世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历程。

➢中国共产党一直是社会主义发展史最重要的参与者和最强大的引领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 是二十世纪 上半叶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有生力量，是支持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反帝反殖
民、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坚强后盾。

➢进入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
伟大旗帜，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在国际环境日益复杂多变的当下，中国共产党
有责任、有信心、有能力为科学社会主义新发展做出更大历史贡献。

一、什么是“四史”？



二、为什么要学习“四史”？



1．“四史”学习教育彰显思政课程核心属性

             ➢ “ 四史”承载着中国共产党百年传承的精神密码。”四史“全景展示中国共产党的 实现

“三个深刻改变”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三件大事”

➢“四史”学习教育有助于 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坚定“四个自信”。

➢四史”学习教育从根本上回答了“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

二、为什么要学习“四史”？



2．有利于汲取历史智慧，提高历史思维能力

➢以史鉴今，借鉴 历史的经验教训服务于治国理政。把握历史规律离不开历史思维和历史定力。
学 习“四史”是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对于党员领导干部和青年一代来说，
学习“四 史”在感悟党的初心使命、巩固升华理想信念，增 强历史定力、培养锻炼历史思维等
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

➢历史是现实的过去，现实是历史的发展，而学 习教育则是联结历史与现实的中间环节。历史
思维，也就是用联系的、全 面的和发展的眼光分析问题，从长时段、整体上和 本质上思考历史。
用历史思维来审视问题， 就更能够看出其中的历史必然性，从而把握发展规 律，坚定历史定力、
战略定力。

二、为什么要学习“四史”？



3．有利于把握三大规律，增强“四个自信”

➢   共产党执政规律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进行活动的根本遵循。能否正确认识这一规律，直接关
系到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安危甚至是政党的生死存亡。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有机统
一，这是共产党人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深化把握的根本规律。

➢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就是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根本性问题的
认识。在当代中国，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也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联系，呈现社会的发展走向与未来趋势。马克思
主义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由简单向复杂、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规律。

二、为什么要学习“四史”？



4．有利于正确把握历史本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  从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的视野中，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能够更深刻地理
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是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
和历史发展的实践逻辑的。

➢ “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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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  历史和实践已然证明：唯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唯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唯有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为什么要学习“四史”？



三、 如何让“四史”教育融入
       思政课堂？



“希望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年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学

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在学思践悟中坚定

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

——习近平给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

展示馆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全体队员回信



1．把好教学方向，增强“四史”教育的政治性

➢   深化理论研究阐释，引导学生深刻认识现代中国发展脉络。

➢   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既讲清楚相互之间的区别，更阐释好历史、理论、实践逻辑上
的密切关联，融会贯通。

➢ 运用创新理论，打牢学生成长成才的科学思想基础。“四史”教育要与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密结合，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全面贯穿、有机融入各门思政课。

三、如何让“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堂？



2．注重释疑解惑，提高“四史”教育的针对性

➢  高校“四史”教育是带有鲜明价值取向和时代特征的“历史课”，要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方法的基础上，教育引导学生正确看待、辩证认识、理性分析现实问题，实现建设性和
批判性相统一。

➢ “四史”教育要胸怀“两个大局”，教师要提升自己知识视野、国际视野、历史视野，善于
利用国内外的事实、案例、素材，通过生动、深入、具体的纵横比较，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
学生，以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引导学生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

三、如何让“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堂？



3．坚持守正创新，增强“四史”教育的实效性

➢   知行合一、学用结合。高度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优秀教师队伍、打造品牌特色课程。

➢   统筹好校内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挖掘校内外红色资源，开展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实践教
学、情景教学，“接天线”“通地气”，增强“四史”教育的亲和力、感染力。

➢  精心打造品牌特色课程。构建“四史”学习教育课程群，讲好中国历史、讲好中国故事。

三、如何让“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堂？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