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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四史”教育中的历史内容、历史情感、历史逻辑、历史细节在深化大中小学
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方面有独特的优势。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重点与难点是突出各
学段特点、保持各学段连贯性，整合各学科资源、发挥出各类课程的协同效应。而“四史”

教育中层次丰富的历史内容能满足大中小思政课各学段特点的不同要求；天然贯穿的历史
情感能维系大中小学思政课感情线的稳定，不断深化滋养爱国情怀；清晰流畅的历史逻辑
有利于提高大中小学思政课教材编写的整体性、连贯性、系统性；生动鲜活的历史细节有
利于增强大中小学思政课的亲和力、感染力、说服力，整合各类课程中的历史细节产生思
政育人的合力。以“四史”教育作为牵引点和着力点是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主
要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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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学习党的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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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充分发挥党的历史
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① 这将“四史”的学习与研究
提高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战略高度，同时也为“四史”的教学研究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
循。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蕴含着深厚的理论资源、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伟大的
精神力量，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过程中，具有很强的政治指导性。正是由于“四史”自
身特质，决定了“四史”教育不是一般的历史教育，而是以历史为基础的政治教育，它是青少年成长成
才、勇担使命的必修课，同时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科体系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在如今大中小学思政
课一体化建设的背景下，让“四史”教育进入课堂、融入课堂、提升课堂，是充分发挥“四史”政治教育作
用的必由之路，也是持续推动并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发展的有力之举。

２１ 学党史讲思政

①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２０２１年第７期。



一、“四史”教育内容有机匹配大中小学思政课各学段的特点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建设应把握各学段学生的成长特点和认知规律，“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
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政课”。做到这点要特别注重课程内容的选取，不同学段课程难度应呈现阶梯状，循
序渐进地步步高、层层深。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与社会主义发展史在时空上相互交错又相
互包含，在内容上交叉相容又主题鲜明。“四史”中有着丰富的历史故事，包含着重大历史事件、历史进
程，展现了深刻的历史经验与启示教训，层层深入、次序推进，它们交织构成如今党情、世情、国情的
基本背景以及思想政治学科理论品格的历史基础与现实基础。不同层次的“四史”内容也为不同学段的思
政课提供了契合其阶段性特点的课程资源。

深入挖掘“四史”故事资源，推动小学阶段信仰启蒙。小学阶段重在开展启蒙性学习，该阶段的学生
身心发展还不成熟，属于萌芽状态，因此这时的思政课要特别注重加强学生道德情感和信仰上的启蒙，
以故事和想象力启迪的方式，引导学生形成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四史”中，有许多生动
真实、感人至深的历史故事，其中富有冲击力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品质，能很好地引发学生情感上
的共鸣，在学生心中播下真善美的种子，是小学阶段思政课鲜活的素材。目前，小学阶段思政课“道德
与法治”的内容大部分是关于人际交往与自我认知方面，在部编版五、六年级的教材中，国家、民族、
文化等方面开始成为主要内容，并初步涉及对学生政治立场和价值观的引领，但鉴于这个阶段学生认知
能力、辨别能力有限，容易靠死记硬背来掌握知识而忽视情感体验，这时生动鲜活的“四史”故事就可以
成为切入点，用故事启蒙代替知识启蒙，从而增加思政课的丰富性、趣味性与吸引力。因此，要深入挖
掘“四史”宝库中的故事资源，在故事的讲述中，潜移默化、自然而然地对学生进行政治立场和价值观的
引导，推进小学阶段学生的信仰启蒙。

真实呈现“四史”重要事件，增强中学阶段政治认同。初中阶段重在体验性学习，学生通过体验内化
成为习惯，高中阶段是打牢常识性知识基础的学习阶段，高中的思政课要在提升政治素养上下功夫，通
过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印证，引导学生自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① “四史”正
是由一个个真实事件连续而成，只有当学生掌握了真实的历史过程，才能看到历史的必然性，形成对中
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对客观“四史”事件的掌握是学生政治素养和政治认同形成的坚实基
础。如果说小学阶段要注重用“四史”故事来吸引学生，用英雄事迹来感召学生，到了中学阶段，学生的
认知水平、思维能力进一步发展，特别是高中阶段，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独立思考、自主学习的能力，他
们不再单纯地用好、坏这样片面的角度来看待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渐渐能用理性眼光来审视客观的历
史进程，因此中学阶段的思政课，应注重真实呈现“四史”重要事件，并在事实比较中，使学生对历史事
件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从而增强中学阶段学生的政治认同。

引导探究“四史”经验启示，激发大学阶段使命担当。大学阶段是学生自主理论性学习与探究的阶
段，该阶段要注重打牢理论基础，持续扩大理论视野，不断增强大学生的使命担当，引导大学生听党话
跟党走，引导学生将个人事业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在大学阶段，学生有了相对丰富的生活
经验和独立思考能力，开始对现实中的一些问题感到困惑，察觉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巨大张力，但不论
是现实中的理论问题还是实践问题，用整体性的历史思维来看，都是历史的产物。大学思政课要真正解
决学生思想上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困惑与怀疑，必须深入到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
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去，只有通过对历史发展脉络的把握，对事实深入、具体地纵横比较，经过总
结、概括、提升，才能在理论上真正讲清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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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培养学生在古往今来的连续性与统一体中看待历史、观照现实。因此，大学阶
段的思政课要重视引导学生在理论高度上对“四史”经验启示的探究，让学生对理论真懂真信真用，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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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韩震：“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思路下的德育教材体系建设”，《教育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行动上自觉将个人的成长成才与国家发展需要结合起来，使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同频共振。
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将“四史”教育融入大中小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不能用历史性、学理性弱

化政治性，不要喧宾夺主搞错重点，在大中小学的不同学段，无论是通过讲故事、讲历史还是讲理论的
方式讲思政课，都要发挥出“四史”的政治教育功能，都要体现出思政课的政治引导功能。

二、用“四史”情感滋养大中小学思政课的精神根基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对祖国、对人民、对中国共产
党、对社会主义的情感。致力于国民历史智识、民族精神养成的思想家章太炎曾说：“引起爱国心，非
历史不可”①，“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有史而不读，是国家之根本先拔矣”②。为何历史教育对
爱国之情的培养如此重要？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而“四史”中含有天然、连贯的历史情感，宏观层面
上，当学生真正系统了解到“四史”的内容，看到为何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极大改变当时中国革命的面貌、
为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挺胸抬头站起来了，为何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
化，为何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巨大的生机与活力，了解这其中的具体历史过程，则“必附
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③，这种对本国之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不断滋养着学生的爱国情
怀。微观层面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四史”由许多优秀共产党员与人民群众共同创造，他们对
党、国家、人民清澈的爱，对共产主义事业崇高的信仰，深深感染着学生，极易引起学生情感上的共
鸣。因此在“四史”的深入学习中，由于对历史过程的了解、对历史中先进人物的共情，学生自然而然地
产生出对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感、亲近感、自豪感，并自觉担当起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使
命，这正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最终目的。

事实上，也只有“四史”教育所构筑的历史视野，才能使学生清楚认识到“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④。才能使学生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历史进程
的整体脉络，深刻认识中国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为什么选择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选择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深刻认识“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

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⑤从而增强对党的建设事业的高度认同，激发出爱党
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情怀，这便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中需要不断强化的情感线。⑥ 因此，在大中
小学思政课的各个阶段都要注意激发、维持、深化这种历史情感，教师要利用各种方式在历史故事讲
述、历史事件分析、历史人物评价、历史规律探究、历史主流把握中，始终保持稳定的情感态度价值观
的输出，使历史情感在学生的成长过程中不断绵延，用“四史”教育滋养大中小学思政课的情感根基。

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常常是大中小学思政课的重点与难点，但由于“精神”的
抽象性，学生往往不能很好理解、感受，仅把它当成一个知识点来对待，这就失去了它的“灵魂”。“四
史”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族精神资源，例如革命时期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社会主义建设
时期的抗美援朝精神、铁人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改革开放时期的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疫精神等
等，只有把这些民族精神放在历史条件之中，与特殊的历史时期结合起来、与具体的人物事件结合起
来，才能使其可亲可感、生动真实，也更能使人们体会到它们的可贵之处。因此，在不同学段的思政课
上，教师要特别重视融入“四史”来讲民族精神，找到历史情感与民族精神的一致性与结合点，将其渗透
到日常课堂之中，渗透到各学段思政课教学之中，循序渐进地浇灌学生心中真善美的种子。这样不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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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念驰：《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９１页。

同上，第４９０页。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版，第５页。

⑤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３页。

宋学勤、罗丁紫：“论‘四史’教育融入大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一体化建设”，《思想教育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深入学生的情感精神世界，增强大中小学思政课的有效性，而且保证各学段思政课感情线的一以贯之，
强化大中小学思政课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充盈在“四史”中的历史情感、民族精神是构筑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信仰之墙的资源宝库，也
是我们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精神根基。

三、用历史逻辑贯通大中小学思政课教材与教学体系

教材是进行教育的基本遵循，是引导学生进行知识学习、文化传承和塑造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指南，大
中小学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和完整教学体系的形成，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有极端重要的地位。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既要注重各学段之间思政课程的循序渐进与螺旋上升，又要解决好各类课程
与思政课相互配合的问题，发挥所有课程育人功能，构建全面覆盖、类型丰富、层次递进、相互支撑的课
程体系，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这在教材的编写上，意味着不仅着眼于各个学段
思政课教材的整体设计，而且对各个科目之间教材的总体性规划提出了更高要求。“四史”中清晰的历史逻
辑正是从横纵两个方面，对教材编写、完整教学体系形成进行综合考虑、统筹把握的一个着力点。

从纵向上来说，目前的思政课教材和教学实践中存在着内容交叉重复、区分度不够明确，逻辑层次
不清晰，各学段之间衔接性不足等问题。其一，内容交叉重复、区分度不够明确。例如，小学六年级上
册“道德与法治”介绍了我国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以及我国的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等基本内容，八年
级下册教材中又提到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国家的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在高中政治必修
三“政治与法治”中继续提到我国的权力机关，大学“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也涉及公民的权利与义
务问题。内容过多的重复易使学生感到枯燥无味，失去获得新知的喜悦感，无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
其二，逻辑层次不够清晰、各学段间衔接性不足。小学思政课“道德与法治”五年级上册第一、二单元主
题为“面对成长中的新问题”“我们是班级的主人”，第三单元是“我们的国土、我们的家园”，到了五年下
册一、二单元分别是“我们一家人”“公共生活靠大家”，第三单元直接就进入“百年追梦，复兴中华”的学
习，存在生活性内容与政治性引导的混杂，单元之间、上下册之间、学段之间的逻辑关系不够清晰、衔
接不够顺畅。将“四史”中的历史逻辑贯通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教材体系，使教材体系转化为一体
化的教学体系，是以上问题的一条破解之道。“四史”中天然具有清晰流畅的逻辑线索，深入研究这种历
史逻辑，将在各学段教材与教学内容的衔接、逻辑关联等方面给予我们启示，历史逻辑常常由浅入深、
由表及里，“四史”中相同的事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分析其结果往往都很不一样，对于各学段中重复
性的知识，可借鉴这种逻辑，把握不同的侧重点，体现出同一教学主题的阶段性和层次性①，由易到难、
由浅入深地进行编排与教学，使学生在旧主题中获得新知识，在旧知识中得到新启示，使清晰的历史逻
辑贯穿整个教学体系。

从横向上来说，“四史”内容包罗万象，各类课程中都或多或少有涉及“四史”的知识，特别是语文、
历史、政治这三门主要承担立德树人功能的课程，其中都有大量“四史”相关内容。但由于各类课程的自
身特色，各类学科关于“四史”内容的侧重点、描述角度必然不同，容易出现“各自为政”的现象，削弱了
思政课与其他各类课程的协同作用，很难形成育人合力。实际上，历史本身天然带有自己发展的清晰逻
辑，因此在整个教学体系中，一方面在各类课程教材中，涉及“四史”内容要统一编写、全盘考虑，落实到
教育实践中凸显出历史本身的逻辑，同时也在这种连贯的历史逻辑下，整合各类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另一
方面，在思政课教材教学体系的形成中要利用好历史逻辑，增强各学段之间的连贯性、整体性、系统性。
这样以“四史”逻辑为线索、“四史”内容为纽带，既能合理安排各课程“四史”教育的具体任务与内容，避免
相互重复与冲突，同时也有利于打破课程壁垒，兼顾到不同课程间“四史”教学的衔接、互补与融合。②

５１一体化背景下“四史”教育进课堂

①

②

余华、涂雪莲：“关于大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有效衔接的思考”，《思想理论教育》２０１９年第９期。

王宪明：“‘四史’学习教育需要树立什么样的历史观”，《思想理论教育导刊》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四、用“四史”细节充实大中小学思政课的课程资源

历史细节往往最能打动人心。除了教材上历史的整体叙述以外，教师还应该注意“四史”中历史细节
的作用。实际上，在语文、历史等各个科目中都有涉及“四史”的内容，因此可将其他学科中的历史细节
补充、整合、融入到思政课程之中。这样能从个体身上透视历史发展，减少历史与学生的距离感、生疏
感，还可以根据当地所出生的历史人物、发生的历史事件补充“四史”教育内容，增强其亲近感、说服力
和感染力，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首先，是大中小学思政课程本身“四史”细节的补充。目前的思政课程中涉及“四史”的内容往往是比
较概括性的，例如在讲到新中国成立时，书中简单说明了开国大典的过程，总结了新中国成立的意义，
我们还可以补充开国大典前夕相关准备工作的开展，如五星红旗旗杆设计者林治远的故事等，从细节处
突出人们根植于内心的对新中国的热爱，并由此产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使命感。再比如讲到抗美援朝
时，书中通常只说明了抗美援朝的原因和意义，实际上抗美援朝是毛泽东深思熟虑的结果，从收到消息
辗转反侧，到提出“三把尖刀”理论，到最后做出判断“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①在毛泽东深入、
具体、全面的考虑中，我们更能理解、认同抗美援朝的历史，同时也更能体会到，在自身的执政权未完
全稳固之前，为了中国日后的发展毅然决定抗美援朝，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它唯一的目的
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另外，其他学科中的“四史”内容也是对思政课程中历史细节的补充。例如在中小学语文中，有许多
对“四史”中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细节的描写，土地革命时期有“吃水不忘挖井人”“朱德的扁担”，红军长
征时期有“丰碑”“金色的鱼钩”“老界山”，抗日战争时期有“小英雄雨来”“难忘的一课”“木笛”“狼牙山五
壮士”“百合花”，新中国成立以后有“邓稼先”，改革开放时期有“喜看稻菽千层浪”“一着惊天海”等等。
这些生动的故事、具体的人物让“四史”更加丰满立体、打动人心，让学生从历史细节的发散触摸到历史
的整体脉络和轮廓。因此要善于发现、运用各学科中的历史细节，使它们与思政课中的“四史”相互补
充、相互印证，从而充分地发掘、运用“四史”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因素，增加思政课的感染力和可信度。

实际上将“四史”教育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是双方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相互成就的过
程。“四史”中的历史内容、历史情感、历史逻辑、历史细节有助于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各个方面一体化
的建设，是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重要突破口与着力点。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贯穿的
“四史”教育，使学生始终对“四史”保持亲近熟悉之感，在循序渐进的学习过程中，看到历史曲折前进的
发展方向，渐渐引领学生站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社会主
义发展五百多年的历史上，去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先进性，去看待中国共产党矢志不
渝的初心与使命，同时让学生对这种国家民族整体的发展历程有一种历史感悟与历史体验，并形成自己
的态度与评价，弄清楚历史、现实与未来之间的联系，在内心深处真正产生一种对党、对国家、对民
族、对社会主义的认同感与自豪感，在这种深刻的认识中，形成信仰的力量，获得强大的精神动力，自
觉自愿地承担起作为新时代青年人的历史使命。因此，如何更好地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背景下
使“四史”教育走进课堂、融入课堂、提升课堂，应是未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课程改革的重要研究
方向。

【本文系２０１９年度教材建设研究教育部规划重点项目“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研究”（课
题编号：２０１９ＧＨ－ＺＤ－ＺＨ－Ｙ－０１）、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中心（北京师范大学）
项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教育宣传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王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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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１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３０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