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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认识民族关系在这一时期的重要变化，在华夏

认同观念逐步形成的过程中体会家国情怀。其次，教

师要从多种角度来创设问题情境，了解学生在新的情

境下如何解决问题，能否解决好问题，为检测和评价

学生的素养水平创造条件。比如在上述子目中借助

刘向的史料可以引出“刘向对战国时期的态度是怎样

的？他是如何评价战国时期的？你是否认同他的观

点？如何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战国时期？”等问题。

通过学生的认识和解答，就可以了解学生在史料实

证、历史解释、唯物史观等方面的素养水平了。最后，

教师要注重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和评价方式的多样化，

拓宽了解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发展水平的渠道。

教师除了可以对学生的问题回答、书面测试、活动表

现给予评价外，还可以让学生在家里跟家长讲述“田

氏取齐、三家分晋的过程”，然后请家长评价，也可以

让学生互评各自对“春秋战国形势图”的圈画。这些

评价都将转化为推动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发展的

动力。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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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四史”教育，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广东广州市番禺区教师发展中心（511400） 戴世锋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524400） 何学创

［摘 要］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简称“四史”）的教育作用。“四史”教育既是

历史教学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政治学科教学的重要指导方向。如何发掘“四史”教育中蕴含的思政价值得到了越来越多教育界中

人的关注和探究。文章探讨了“四史”教育中蕴含的思政价值，并基于广东“四史”教育资源，提出了历史学科课程思政的实施策

略。依托“四史”教育，助力课程思政建设，为新课程改革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实践经验。

［关键词］“四史”教育；课程思政；历史学科

［中图分类号］ G63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058（2021）16-0004-04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

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重视历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

统。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是

中国近代史以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中至关重要的

一部分，也是大中小学思想道德教育中不可缺少的内

容。学习“四史”是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思想



名师论坛名师论坛

4



中学教学参考

20212021··66

建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同志

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

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

接建党一百周年。因此，在大中小学的教学中，必须

要加强“四史”教育。

一、“四史”教育中蕴含的思政价值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虽

然在内容上各有侧重，但本质上都是中国共产党在革

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历史。讲清“四史”

就是要讲清历史担当和现实使命，有效回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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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问题。在中华民族的复兴之

路上，部分青少年在西方所谓的“民主、自由、普世”等

虚伪的价值观冲击下，对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怀疑；

部分自媒体为了吸引眼球，打着“揭秘历史真相”的旗

号歪曲历史、抹黑先烈、误导青少年；西方敌对势力以

各种方式篡改我国历史，企图争取意识形态话语权，

对我国实行所谓的“和平演变”……要改变以上这些

情况，增强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

就必须要加强“四史”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历史。

学习党史，就是要让学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如

何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的，认识到

我党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经验和教训，从而加深学

生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学习新中国史，就是要让学

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

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认识到爱祖国与爱社会主义

本质上是一致的，从而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使学生

自觉抵制西方错误思想的影响；学习改革开放史，就

是要让学生学习改革开放中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精

神，认识到自己肩上所背负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

学习社会主义发展史，就是要让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发

展大势，认识到资本主义终究会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历

史必然性，从而培养学生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精神，

使学生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因此，学习“四史”有利于实现将青少年培养成又红又

专、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

靠接班人的目标。

二、基于思政视角开发广东的“四史”教育资源

广东地区蕴含着丰富的历史资源，特别是广州，

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四地”，即丝绸之路发祥地、岭

南文化中心地、近代革命策源地、改革开放前沿地。

广东地区在开展“四史”教育中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笔者根据实际情况，统计了部分广东“四地”博物馆、

纪念馆（详见表1）。

表1 广东“四地”博物馆、纪念馆统计（部分）

项目

丝绸之路

发祥地

岭南文化

中心地

近代革命

策源地

改革开放

前沿地

博物馆/纪念馆

广东海上丝绸之

路博物馆

广州十三行博物

馆

广府状元微型博

物馆

粤剧艺术博物馆

广东民间工艺博

物馆

广州近代史博物

馆

万木草堂陈列馆

黄花岗起义指挥

部旧址纪念馆

孙中山大元帅府

纪念馆

中共三大会址纪

念馆

广州鲁迅纪念馆

（中国国民党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

历史展览区）

黄埔军校旧址纪

念馆

中华全国总工会

旧址

广州起义纪念馆

廖仲恺何香凝纪

念馆

广东省博物馆

深圳改革开放展

览馆

地址

阳江市海陵岛试验区十

里银滩

广州市荔湾区西堤二马

路37号

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六路

伦文叙纪念广场

广州市荔湾区恩宁路

127号

广州市荔湾区恩龙里

34号

广州市越秀区陵园西路

2号大院2号

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四路

长兴里3号

广州市越秀区越华路小

东营5号

广州市海珠区纺织路东

沙街18号

广州市越秀区恤孤院路

3号

广州市越秀区文明路

215号

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岛军

校路

广州市越秀区越秀南路

93号

广州市越秀区起义路

200号

广州市海珠区纺织路东

沙街24号仲恺农学院内

广州市天河区文明路

215号

深圳市福田区福中路

184号

从表 1可以看出，广东地区的历史资源相当丰

富，“四史”中的党史、改革开放史与广东近现代史高

度吻合。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在广东，中共三大召开、

国共第一次合作是在广东，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

地也是广东。开发“四史”教育资源，广东地区有着得

天独厚的条件。在“四史”教育中融入广东当地的历

史资源，能够让课堂更加“接地气”，乡土气息更加浓

郁，从而给学生以极大的代入感，使学生产生一种历

史就在身边的感觉。那么，面对如此丰富的“四史”教

育资源，我们应该如何展开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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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从课堂导入展开从课堂导入展开

俗话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巧妙、新颖的

导入可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提高课堂教学

效率。在课堂导入中，教师可以引用广东地区的“四

史”资源，这样既可以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又可以提

升课堂效率，还有利于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如在引

入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相关资源来讲授“一带

一路”的相关内容时，教师先讲述了广东海上丝绸之

路是如何从无到有，先祖们是如何开拓这条道路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又是如何突破西方国家对

我国的封锁，将海上丝绸之路维系下去的；改革开放

后，中国共产党又是怎样利用广东的优势，将广东建

成中国海上贸易第一大省的。引导学生从中学习先

辈们不畏艰险、勇敢探索的精神，发扬广东人在改革

开放中敢闯敢拼的精神，并能自觉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

献出自己的一分力量。

22..从问题探究展开从问题探究展开

广东拥有丰富的党史资源，如广东见证了国共第

一次合作的开端、高潮直至破裂。国共第一次合作是

中共党史里面的重要内容，国共两党为什么会合作，合

作又为什么会破裂，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史

学界一直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学生疑惑的问题。教

师可以利用广东地区的博物馆、纪念馆等资源，将学生

分成若干个小组，让他们从不同角度去收集有关国共

第一次合作的历史资料。在学生收集历史资料的过程

中，教师应从旁指导，让小组根据组员收集到的资料开

展内部讨论，形成小组统一观点，再由组长对此次讨论

活动进行总结。最后教师根据学生在探究学习过程中

的表现进行评估并给出建议，引导学生认识到无论是

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都没有办法实现中国救亡图存的

历史任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而增强课程

的思政性。在锻炼学生史料分析能力与史料实证能力

的同时，提升了学生的政治觉悟，实现了立德树人的目

标。

33..从课后检测展开从课后检测展开

课后检测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学生对本节课的掌握

程度以及课堂中“四史”教学资源的开发是否达到预期

的效果。博物馆资源是课后检测的重要资料来源，体

现在博物馆丰富的史料资源能够为课后检测提供材料

来源；博物馆资源与课堂学习的知识也可以相互佐证，

为学生提供自我检测的资源，巩固学生课堂所学的知

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博物馆的资源

结合课堂知识进行命题，或让学生写出“四史”学习的

心得体会，再根据学生的学习反馈情况调整教学计划。

在课后自我检测中，学生可通过参观博物馆，寻找博物

馆与本课知识相对应的史料资源，培养历史思维，拓展

历史视野，成为有历史担当的人。

三、历史学科课程思政的实施策略

在开发了“四史”教育资源后，教师可以“四史”教

育资源为基础，将思政思想渗透进历史学科教学中。

在将历史学科思政化的过程中，教师既要关注学生学

科核心素养的培养、注重资料来源的权威性，更要拉

近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从而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11..关注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关注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

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科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是学

生通过学科学习而逐步形成的正确价值观念、必备品

格和关键能力。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包括唯物史观念、

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家国情怀五个方面。

政治学科核心素养包括政治认同、科学精神、法治意

识、公共参与四个方面。历史学科与政治学科的核心

素养实际上是有共通之处的，如唯物史观与公共参

与，家国情怀与政治认同是相联系的。唯物史观是揭

示人类社会历史客观基础及发展规律的科学的历史

观和方法论。公共参与指的是人民有序参与公共事

务、承担社会责任，积极行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

利。唯物史观与公共参与都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

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现在依托

“四史”教育推动历史课程与思政课程的结合，是要提

醒教师和青少年做到“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家国情

怀与政治认同都强调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家

国情怀是学习和探究历史应具有的人文追求，体现了

对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情感，以及对国家的高度认

同感、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政治认同指的是要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弘扬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革命时期的“五四精

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

精神”，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两弹一星’精神”“改

革开放精神”“抗洪精神”“航天精神”“抗震精神”再到

今天的“抗疫精神”，这些精神都是家国情怀与政治认

同所追求的。在实际操作中，学校历史学科组可与政

治学科组合作，选取政治学科与历史学科相通的内

容，开设爱国主义讲座，采取同课异构的形式，由历史

学科教师和政治学科教师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讲述。

22..注重资料来源的权威性注重资料来源的权威性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史料的来源变得越来越

丰富，要想从纷繁复杂的史料中提取对课堂有用的内

容，就必须明晰史料的来源。史料的来源必须具有权

威性，中学生正值知识成长期，如使用了来源不明的

史料，容易对学生的观念产生冲击，不利于学生形成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史料的选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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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选取全国性权威媒体，如《人民日报》、《光明日

报》、《中国青年报》、《经济日报》、《解放军报》、《工人

日报》、中央电视台、学习强国以及广东本地的《南方

日报》、广东电视台、南方电视台等发布的官方资料。

除了浏览权威媒体发布的时政资料外，教师还可以从

专业学术网站、官修史书中寻找合适史料，空余时间

可以亲自到博物馆、纪念馆、图书馆等场所收集资料。

在选择史料的过程中，教师要坚持正面性原则，尽量

挑选具有正能量的史料，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提升

学生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责任感。在遇到有争议性的

史料时，要以官方的说法为准，不能参考所谓的“野

史”或“小道消息”。在教学中要注重政治导向，强调

史料收集的权威性、严肃性，教导学生学习历史要严

谨，培养学生分辨史料真伪的能力，锻炼学生的史料

分析与史料实证能力。

33..拉近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拉近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历史课程是一门讲授过去发生事情的课程，教师

要强调以史为鉴，借鉴历史上的经验与教训，为未来

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但当前的课堂多以讲述历

史上的时间、人物、事件为主，较少将历史与时事结合

起来，使学生只知道“过去完成时”，不知道“现在进行

时”。时事是指国内外最近发生的大事。历史事件必

然有其发生的渊源，如贸易战的发生与美国的“冷战”

思维有关。将最近发生的历史与过去发生的历史结

合起来，对于培养学生的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历史解

释等核心素养有着重要的作用。历史是一直发展着

的，改革开放也从未停步不前，如 2017年 7月粤港澳

大湾区建立，2019年 8月深圳建设改革开放先行示范

区，2020年 10月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

范区，2021年 1月证监会批准设立广州期货交易所

……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有一定的滞后性，在这种情况

下，时事可以成为教师重要的授课资源。时事与历史

的结合，还可以深化学生对历史的认识，拉近历史与

现实之间的距离，培养学生的历史责任感，使学生明

白自己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

总之，加强“四史”教育，是社会主义新时期加强

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环节。“四史”教育的开展，有利

于学生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能激励学生奋

发向上，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四史”

教育除了需要教师的积极引导外，更加需要发挥学生

学习的主动性，让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当中，以提升

历史教学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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