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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四史”中蕴含着丰富的时代精神和理论成果，对培养新时代医学生形成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具有重要

的意义。本文从“为何融入、如何融入”两大方面，阐述了辅导员将“四史”教育融入日常思政工作的重要价值和内

在逻辑、应遵循的工作原则以及实施的具体路径，以期对辅导员开展“四史”教育工作提供经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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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four histories" of medical students contain rich spirit of the times and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ultivate medical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to form a correct view of the 

state, history and nation.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why and how to integrate",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important value and internal logic of counselors' integrating the "four histories" education into dail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the working principles that should be followed and the specific path 

of implement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experience exploration for counselors' carrying out the "four 

historie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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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社会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的通知》，明确

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史’的重要论述，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弄清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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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基本道理，加深对党的历史的了解和把握，加深对党的理论的理解和认识。”[1]这就为辅

导员开展“四史”教育提供了指引。

医学生是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人才资源，是守护人民健康的未来生力军，将“四史”教育融入辅导员日常思政工作，对医学生

开展“四史”教育，让医学生形成政治认同、教育认同、医疗职业精神认同，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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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史”教育融入辅导员日常思政工作的重要价

值和内在逻辑

（一）“四史”教育融入辅导员日常思政工作的重要价值

第一，“四史”中蕴含着丰富的时代精神和理论成果，有助于

医学生思想的成长。医学生学习“四史”，了解中国共产党产生、

发展、奋斗的历程，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项事业发展的成就

和经验，了解我国卫生事业发展史，可以增强“四个自信”，坚

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坚定“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理

想信念，促进思想的成长。辅导员将“四史”教育融入日常思政

工作中，是辅导员发挥价值引领教育功能、坚持育人的社会主义

导向、强化思政育人实效的体现。

第二，“四史”中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有助于医学生形

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人应该怎样活着才有意义？”“人

的价值如何体现？”医学生在“四史”学习中，感受革命年代的

英勇事迹，感受伟人探索革命事业、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艰辛，

感受时代洪流中涌现出的可歌可泣的风流人物，感受改革春风吹

拂大地的喜悦，等等，可以激起心中的“爱国、爱党”情怀，促

进人生问题和价值问题的正向思考，进而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

第三，学习“四史”，有助于医学生培养正确的历史思维，

辨析历史虚无主义，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历史虚无主义是改革开



教育理论 | EDUCATIONAL THEORY

130 |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放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一种严重错误思潮，其本质在

于，通过“丑化党和国家形象，诋毁、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歪

曲党史、国史、军史，抹黑革命先烈和英雄模范”，达到最终否

定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马克思主义指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

目的。[2]处于“拔节孕穗”期的医学生，思想根基不牢，理想信念

不强，容易被错误思潮所左右，丧失正确判断力，曲解历史，最

后很可能导致历史虚无主义观念的形成。通过辅导员引领，医学

生可以更好地看待历史和现实、历史与未来，更好的看待社会主

义，自觉抵制错误思潮，形成正确的历史观。

（二）“四史”教育融入辅导员日常思政工作的内在逻辑

第一，从工作性质看，将“四史”教育融入辅导员日常思政

工作，与辅导员工作内在要求高度契合。2017年教育部公布了新

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明确了辅导员作

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骨干力量，是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

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指导者。[3]辅导员的这一角色定位，决

定了辅导员在日常教育管理中要积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如

何开展？积极挖掘“四史”中的红色资源，开展灵活多样的教育

方式，是重要途径。

第二，从实践育人角度，将“四史”教育融入辅导员日常思

政工作，与实践育人目标相辅相成。通过“四史”主题教育活

动，引导医学生在体验社会实践活动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认识，利

用医学知识为同学服务、为社会服务，自觉践行德育品质和良好

行为，是辅导员把德育实践活动融入大学生日常生活学习之中的

重要体现。

第三，从育人目标上，将“四史”教育融入辅导员日常思政

工作，与高校坚持育人的社会主义方向相统一。2021年4月16

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

织工作条例》，指出高校要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

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4]辅导

员对大学生进行“四史”教育，让学生在学思践悟中坚定共产主

义的理想信念，担负起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任，可以筑牢“爱

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思想，培养合格的、政治立场坚定的

社会主义医药卫生人才，从而落实高校育人的指向。

二、“四史”教育融入辅导员日常思政工作要遵循

“三个坚持”

（一）坚持“四史”内涵与学生德育内容相统一，开展“三

爱”教育

坚持“四史”内涵与德育内容相统一，就是引导医学生在学

史中，做到“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这“三爱”；引领学生从

历史脉络中，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内涵和实践经验，把握我

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规律，增进对国家、民族的理解和认识。

因此，在日常思政工作中，辅导员要围绕“三爱”设计活动内

容，开展主题班日活动、党史朗读接力活动、线上答题活动、社

会实践活动等，让学生把历史读懂、读生动、读进脑、读入心。

（二）坚持“四史”教育与日常思政工作相结合，保持教育

理念和工作方式的一致性、连贯性

辅导员的日常思政工作，包括熟悉班级学生思想特点和基本

情况，进行养成教育、爱国卫生教育、违法违纪批评教育、谈心

谈话、班团建设等各个方面，而落实日常思政工作的方式，可以

是主题班会、活动讨论，也可以是参观实践等。辅导员开展“四

史”教育，要积极探索实践规律，结合医学生思想特点，将“四

史”教育融入思想教育、养成教育、爱国卫生教育和班团建设

中，坚持教育理念和工作方式的一致性、连贯性。

（三）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结合，开展“一核多维”式教育

守正，即“恪守正道”，创新，即有新意。辅导员开展“四

史”教育，要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结合，运用“一核多维”的方式

开展教育。“一核”即坚持“以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为核心；

“多维”即“教育方式方法上灵活多样、丰富多彩、有新意，多角

度、多维度呈现效果”。具体而言，“守正”，就是甄选“四史”

教育内容，使其符合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人的理念；

“创新”，即积极探索“四史”教育的全方位育人途径，挖掘创

新模式和方法，如在教育载体上，融入网络育人形式，增强趣味

性、时代感；在教育形式上，将班会和实践活动结合，拓展校内

校外育人空间，多维度增强学习效果。

三、“四史”教育融入辅导员日常思政工作的具体

路径

（一）建立“四史”教育内容资源库，是前提条件

建立合作共享资源库，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是提升内容丰富

度和吸引力的关键。辅导员要充分挖掘“四史”教育内容，注重

人、物、地等内容的开发，建立起“四史”教育内容资源库。

一是梳理历史时空下，历史关键节点的人物、事迹，形成事

迹库、人物库、伟人诗词库、伟人书法库等；二是梳理中国共产

党人的精神谱系，对历史发展中不同时期产生的精神，如井冈山

精神、西柏坡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探月精神

等，进行归纳整理，形成精神库；三是以“历史文物”为线索，

从文物故事出发，引导学生从文物中读懂历史，形成特殊文物

库；四是结合医学生实际，挖掘历史进程中的特殊医学事件、人

物、文物，梳理建党以来医疗事业发展成就，形成医学特色资源

库；五是以问题为线索，梳理“四史”特别是百年党史、社会主

义发展史中的历史简答题、问答题、选择题，建立题库；六是利

用教育实践基地，开发合作，共建共育，形成一批教育实践基地

名单库。

以“人、物、地”等内容资源库建设为主，加强医学特色资

源库、题库建设，为辅导员等思政工作者提供多维素材，提高思

政工作的丰富度、有效度。

（二）建立以辅导员为核心的三级联动培育模式，是重要

抓手

建立“辅导员 -兼职班主任 -学生干部”三级联动培育模

式，是有效提升“四史”教育的重要依托。通过三级联动，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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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兼职班主任、学生干部的联系，建立信息互助共享的机制，可

以自上而下增强育人意识，增强工作的覆盖面，更好地服务学

生、管理学生、引导学生。

首先，辅导员要积极协同兼职班主任，将“四史”教育内容

与日常思想政治工作相融合，对“四史”关键要素进行重组和匹

配，达到最优教育效果。例如，利用微信公众号、班级微信群、

QQ群等各类资源平台，通过医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积极宣传党史

学习班级活动、党史讲座知识等，增强医学生对党和国家历史的

理解力、认同感；又如，组织“我学党史”班级主题教育活动、

党史 V学习、“党史读书会”“医学精神解读”短视频制作等，

调动学生学习“四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

“四史”学习实践中。

其次，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学生骨干，协助辅导员开展“四

史”教育，是落实三级联动培育模式，发挥学生在“四史”教育

中的主体性作用的关键。学生骨干在辅导员的带领下，参与“四

史”教育活动，不仅能提升自身整体素质，还能潜移默化地影响

周围同学，成为青春榜样和“四史”宣传小能手。此外，选拔思

想觉悟高的学生作为宣传骨干，可以有效协助策划活动、组织开

展班级活动等，将“四史”教育理念深入学生中间，推动“四

史”教育育人工作的开展。

（三）建立师生学习共同体，是关键环节

师生协同培育是育人中最直接的方式，良好的师生关系能提

高育人的实效性。辅导员开展“四史”教育，最关键的环节是要

发挥好师生协同培育作用，建立并筑牢师生学习共同体。

建立师生学习共同体，首先要把握医学生学习生活特点以充

分了解学生。医学生课程紧、内容多，学科专业特征明显，“碎

片化学习”“活动促学”“实践中学”是更契合学生实际的学习方

式；辅导员、兼职班主任要把握学生学习时间的灵活性和学生学

科学习的特点，因势利导，将教育落实到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实践

过程中。

其次，要加强辅导员和兼职班主任等思政队伍建设，提升师

生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在学习上，不仅辅导员自身要学习，还

要引导学生潜心阅读史书，如《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

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历

史书籍，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在实践上，通过开展讲座、班级活

动、参观学习等方式，逐步开展针对班级、年级、学院、学校的

不同层级的“四史”教育活动，将“四史”教育融入学生实践活

动中，引导学生结合自身定位，思考未来职业发展，树立远大的

人生理想和职业理想。

（四）建立“网上网下”“校内校外”协同育人机制，形成

“四史”教育立体化支撑平台，是有效融入的重要保障

建立“网上网下”“校内校外”协同育人机制，是辅导员将

“四史”教育有效融入日常思政工作的重要保障。

“网上网下”协同育人，就是整合网络育人和传统育人资

源，充分发挥“网上网下”育人实效。如将伟人诗词与历史知识

相结合开展线上线下竞赛活动；引入专家学者、模范人物宣讲

“四史”知识，并整理剪辑知识点小视频；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

式，编辑、整理“四史”“碎片化”知识，通过网络或小册子形

式呈现给学生，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和吸引力；鼓励学生参与各种

“四史”文化教育资源线上线下活动，

“校内校外”协同育人，就是要注重利用各种教育平台，增

强学生的历史感召力。如利用校外红色教育基地，带领学生参观

革命历史纪念馆、瞻仰革命老区；带领学生参加红色实践活动，

调研红色文化基地，撰写实践报告等。

通过协同育人机制的建立，形成“四史”教育立体化支撑平

台，可以多维度增强医学生“四史”学习的效果，提升辅导员日

常思政工作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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