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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浙江教育报 前沿观察”

微信公众号，了解教育前沿观点

传承民族精神，
汲取智慧力量

主持人：学好“四史”意义重大，通过回首过往，才能

明白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从而坚定对美好未来的追

求。请问您对“四史”学习还有什么想法和建议？

刘力：开展“四史”学习，能够让青年学生通过追忆

革命历史，感受伟人风范，汲取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

使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引导学生学习先辈们的奋斗精

神，爱党、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培养出能担当起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夏伍华：想让“四史”教育持久入心，充满生命活力，

需要实践“四融”策略：一是融入办学理念，二是融入课

程建设，三是融入课堂教学，四是融入活动育人。“四史”

教育从本质上讲，就是传承民族精神，厚植爱国主义情

怀。要实行“立格教育”全覆盖，以立格课程构建为主

线，开设实践体验类课程，实施学科课程渗透，培养学生

的爱国爱乡情怀。课堂是学校铸魂育人的主渠道，是

“四史”教育的主路径，而通过活动的形式开展则更易被

学生接受。

张咏梅：学习“四史”，首先要明确学习的目的和意

义。学习“四史”，是为了“以史鉴今，资政育人”。我们

要从学习中汲取思想的力量，将奋斗作为底色；我们要

从学习中汲取信仰的力量，追求“守正创新”；我们还要

从学习中汲取实践的力量，更好地坚守教书育人初心，

践行立德树人使命，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单晓奕：学史以明智，鉴往而知来。我们坚持开展

“四史”教育，但也一直在思考：是否能有专门机构，系统

研究梳理“四史”，开发适合学生的“四史”教材？让我们

的“四史”教育更“原味”、更“趣味”，让这些文化和精神

真正地流淌到孩子们的心里。

仇德川：7月1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必将载入史

册。我们要进一步认清形势，树立更高更伟大更坚定

的理想信念，并行动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

讲话非常振奋人心，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

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这就要求每

个中小学生清醒地认识到，现在的美好生活是前辈们

几代人奋斗出来的，一定要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坚定

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傅彩云：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慷慨

激昂的讲话，正所谓回望百年征程，见证初心永恒。一

百年峰回路转，一百年热血激荡，始终如一的，是中国

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

心。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正是新时代青少年最好的“四

史”教育教材。“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

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

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

和人民的殷切期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给青年们的寄

语。“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是青少年的铮铮誓言。

编者按：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

大！这离不开“四史”学习，“四史”即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好“四史”对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青少年的爱党、爱国、爱社会主

义的深厚情感，传承红色基因和革命薪火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报约请部分专家与教育工作者一起探讨——

赓续红色血脉 提高“四史”学习实效
□本报记者 言 宏 实习记者 涂郁子

嘉宾：

仇德川 省委宣传部二级调研员

刘 力 浙江大学教授

肖龙海 浙江大学教授

王新伟 义乌市教育局基教科科长

张咏梅 全国人大代表、镇海中学党委书记

傅彩云 海宁市硖石中学校长

夏伍华 绍兴市上虞区崧厦街道中心小学校长

胡鹰翔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丁蕙实验小学党总

支书记

单晓奕 杭州市萧山区衙前农村小学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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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各地掀起了学“四史”的热

潮。请问该如何引导中小学生学习

“四史”，才最为有实效？

张咏梅：引导学生学习“四史”，

要把握学习规律和教育规律。“四史”

学习不仅仅是学习具体的“四史”知

识，更要从学习的过程中提高“获得

感”。中学有专门的思政课、历史课，

都对“四史”具体知识有所涉及。学

校层面要考虑的是，如何使学生在学

“四史”的过程中提高历史站位、树立

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中学生学习

“四史”的最终目的是“学史增信”，最

有效的“四史”学习能够促使学生形

成理想信念。

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学生。开展

“四史”学习时，要考虑学生的年龄特

点，用寓教于乐的方式提升学习成

效。比如镇海中学就把学校第三十

七届校园文化艺术节的主题定为“恰

是风华‘镇’茂”，在艺术节开幕式上

根据党史上的重要时间点，在校园中

设计了“答题、射击、躲避、传递”等任

务场景，引领学生“重走长征路”，重

温党史。要注重体验式、浸润式的学

习。我们利用学校新建的党建展厅

和“红色长廊”开展宣讲活动，还进行

了微视频拍摄等活动。

刘力：要想提高中小学生学习

“四史”的成效，我认为可以在学校文

化环境创设上下功夫，比如营造良好

的氛围，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熏

陶，树立公民责任意识。要重视“四

史”学习，充分利用丰富的乡土课程

资源，有机整合以博物馆为代表的场

馆课程。各中小学要创新和丰富学

习形式，推行旨在加强学生责任担当

和价值体验的服务性学习，将“四史”

学习融入各类社会性实践活动中。

肖龙海：学习的本质是参与真实

的实践。学“四史”，悟思想，必须要

走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

的百年历史长河，打开历史画卷，通

过史料实证，勾连古今，再现历史情

境，确认史实，理解史事，拓展历史视

野，丰富学习内容，拓宽学生的知识

面，客观评价史事，检验历史认识，形

成正确的史料意识，调动学生的学习

兴趣，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历

史解释能力，促进学生历史观的形成

和历史方法的掌握。

研究发现，当学习者投身于情境

之中时，他们的心智能够被充分激

活。联系现实情境学党史、悟红船精

神，就是要立足生活实际，以真实任

务驱动学习教育活动。我们还要在

真实应用评价的情境中学习。当学

习者理解可迁移的概念和过程，给其

提供更多机会将理解的内容应用到

有意义、真实的情境时，才更可能获

得长期的成效。

仇德川：让“四史”学习更有实

效，一是要提高学生的家国情怀和责

任担当，二是要积极践行，让青春更

加鲜艳光亮。要教育学生们，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几代人的不懈

努力奋斗，使伟大的祖国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让人们过上了美好

幸福的生活，这一切来之不易。进入

新时代，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需要未来一代接过接力棒，

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和国家的前途命

运紧密结合起来，奋力开创更加辉煌

的明天。提高了认识，还必须落实到

实践中。要让学生们重新看待自己

的学习、生活，进一步端正奋斗目标，

为祖国的强大而学习，为建设美丽的

家园而出力。让他们从现在开始，从

身边的小事做起，脚踏实地，积极贡

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不断开拓创新，

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来实现自己

的人生价值。

傅彩云：“四史”在时间上跨越

大，内容多。对于未成年的学生来

说，“四史”离他们比较遥远且抽象。

要提高“四史”学习的实效性，就不能

“眉毛胡子一把抓”，要抓重点、重实

践、分层次。

学校的“四史”教育，课堂是主渠

道，要充分发挥学校历史课、政治课

的作用和每位教师的课堂德育渗透

作用，做好思政一体化建设；用好学

习载体，如“青年大学习”“学习强国”

等，组织学生网上学；要丰富学习教

育资源，组织学生参观“四史”专题展

览，做好红色场馆、红色之旅、红色视

频推荐，并将其转化为“四史”教育的

生动教材；要同步策划知识竞赛、线

上答题等活动，提升学习教育的实效

性。通过多形式学习，坚定学生的理

想信念，从党史学习教育中学出一份

忠诚，学出一份责任，学出一份担

当。学校要利用好一些时间节点，如

在“五四”青年节、“七一”建党节、“八

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等重要节

日，结合开展庆祝活动，树牢爱党爱

国责任意识。

主持人：红色资源对“四史”学习

有重要作用，该如何挖掘和利用好这

些红色资源？学校是如何整合利用

这些红色遗迹、宝贵资源，发挥其教

育功能的？

肖龙海：在真切的历史情境中，

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如闻其声，回望

过去、追思故人、感悟思想情感。要

充分利用本地丰富的红色资源来开

展“四史”教育，如组织学生参观革命

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

红色基因库，还可以开展红色研学之

旅。如嘉兴的一些学校开展了“寻访

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红船

少年’研学旅行活动”，推进党史学

习教育走深走实。少先队员们组成

多支红色研学队伍，追寻革命先

辈足迹，“重走一大路”。各支

队伍携着研学地图，跟着有关

儿童文学作品所描述的情境

路线，到达狮子汇渡口遗址公

园，看中共一大代表的铜像静

静屹立，联想气度万千的历史

场景，齐唱自创歌曲《红船少

年心向党》。

张咏梅：镇海中学校园内有

抗倭、抗英、抗法、抗日等众多历

史遗迹，其中3处与镇海口海防遗

址一起被列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是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利用好这

些红色资源，就要让隐性的故事显性

化。2019年，我们启用了新建的镇

海中学“红色长廊”。“红色长廊”收录

了11位在镇海中学现址留下足迹的

“四史”上的英烈、楷模，让来校参观

的客人也能受到红色文化的洗礼。

我们还以“红色长廊”为题材，开发微

党课、制作微视频，重现红色经典、学

习英模人物。今年，我们还启用了新

建的党建展厅，作为学校党员开展组

织活动的场所。

傅彩云：学校是在国家、社会的

大背景中发展的，和“四史”是密不可

分的。海宁市硖石中学是在1902年

创办的，已走过120个春秋。一代代

校友彰显出他们的家国情怀。我校

校友、著名文学家吴其昌在九一八事

变后，与弟吴世昌通电绝食，要求抗

日，传为爱国壮举。诗人徐志摩是海

宁市硖石镇人，他曾应胡适之邀，任

北京大学教授，兼任北京女子师范大

学教授，并从事革命启蒙运动。他们

都把个人的发展和祖国的命运连在

一起，这可以给学生以启示。

可以让“四史”教育结合校史教

育，让学生在学习中更觉亲切、具体、

生动。我们要常回看走过的路、比较

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深刻领会

学校发展不易，更要认识红色政权来

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来之不易，进一步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赓续学生

的民族精神。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培养学生逆水行舟的拼劲、逢山

开路的闯劲、咬定青山的狠劲，努力

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夏伍华：故事是孩子喜闻乐见的

学习形式，通过鲜活的故事让学科教

学与“四史”学习深度融合。一方面，

我们将育人理念与校本课程相结合，

开发了“故事中的党史”“故事中的经

典”两个专题课程，教材即将出版。

另一方面，我们根据课程特点，通过

课程思政的要求，运用多种形式有机

渗透、落实。如体育课中，设计不同

历史故事场景的闯关活动，四渡赤

水、巧渡金沙江、飞度泸定桥等一个

个历史故事，变身成了一个个饶有趣

味的游戏活动。

单晓奕：杭州市萧山区衙前农村

小学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

第一所农村小学，是一所有着百年历

史的老校，有农小旧址、衙前农民运

动纪念馆、李成虎墓、凤凰村村史馆、

东岳庙旧址、杨之华纪念馆等红色遗

迹。为了让孩子们感受红色文化，我

们结合不同年段的特点，每年开展一

系列红色教育常规活动。对于低段

的学生，我们会带领他们参观省级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农小旧址，逛校园里

的“红色长廊”，感受百年文化，还会

通过假日小队活动，带他们拜访老衙

前人，听老人讲过去的事等。对于中

段的学生，我们邀请杭州师范大学历

史系教授和学生一起拜访百名农小

校友，感受百年农小发展史、百年农

运发展路。对于高段的学生，我们开

设了区级精品课程“红伢（衙）研学课

程”，通过课程和社团，培养了一大批

“红色小小讲解员”。

胡鹰翔：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

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

精神财富，同样也是最好的学习资

源。在丁蕙实验小学，我们围绕着红

色资源，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四史”学

习活动。我校结合特殊的地域文化与

红色资源，打造了一个多元化体验的

党史教育阵地——初心学院。它以党

史教育为主线，拓展学生的无边界学

习空间。这个阵地是由学校自主设计

并建造的，同时借助VR技术为学生

们打造了一个沉浸式体验场馆。场馆

还原了许多革命历史场景，“红船领

航”“红军长征”“南泥湾场景”……这

些仿真场景一下子拉近了学生与党史

的距离，少先队员们常常走进初心学

院，了解党史，“亲历”红军长征之路，

沉浸式地感受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激

发他们的爱国情、报国志。

王新伟：“四史”学习要因地制

宜，创新实践。区域推进“四史”教育

需要顶层设计。近年来，义乌市教育

局根据研学工作要求，对市域内中小

学生校外研学进行了“一体两翼多

点”的五大主题线路的布局设计，其

中利用本土陈望道故居、冯雪峰故

居、七一村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发

了“红色之旅”系列课程（其中含有大

量党史学习内容）；结合区域特色，立

足于中国小商品城、“一带一路”中欧

班列始发站、义乌城市规划展示馆

等，设计了“丝路之旅”主题研学线

路，鲜活展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发展的义乌实践历程。如果说“四

史”是书，那么我们这样将研学这样

设计是为了进一步呈现一些注释功

能，且我们相信，本土的、身边的，肯

定是最鲜活的，也是最富教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