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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并善于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系统学习党史、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在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全局性意义。进

行“四史教育”，必须把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实现

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高校思政课“四史”教育的现实挑战与应对
张大川

【摘要】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是建立健全“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长效机制的重要部署，是思政教育的核心内容。当前“新冠”疫

情背景下，历史虚无主义思想在我国有重新泛起之势，网络上各种不良思想、

不当言论，对当代大学生正确认识历史带来了极大负面影响，我们应给予其足

够警视。学习“四史”，有助于以历史科学为载体，鉴往知来，通过理论及史实对

错误思想进行有力地批判，能够使当代大学生加深对历史规律性的认识和历

史必然性的把握，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实现思政教育的主要目标。

【关键词】“四史”教育；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观；思政教育

【基金项目】天津市教委科研计划项目“新时期多元文化背景下大学生正确历

史观的培养研究”（项目编号：2017SK60）。

【中图分类号】G412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张大川，天津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天津 301617）。

思政课教学
思想政治课研究·202104

118



一、“四史”教育是新时代思政教育的基石

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最好的教科书。深入研究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

主义发展史（后文简称“四史”），可以有助于大学生学懂弄透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

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理论问题，从而能够在多元文化发展的当

今，保持清醒头脑及正确前进方向。在当前“新冠”疫情依旧肆虐、大国间政治、经济和意识形

态等领域的竞争日趋复杂严峻的新形势下，“四史”教育的作用尤为凸显。“四史”蕴含着丰富

的史实资源和革命精神，体现着厚重的文化内涵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思想动力。心有所信，方能行远，把握好“四史”教育的政治方向，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国家的

长治久安、民族的凝聚力。“四史”教育的方向如果发生偏差，就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会使

一个国家和民族出现对自身历史的认同危机，会动摇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让错误思

想、错误理论占据上风，国家自身安全就无法保障，也会动摇党的执政地位。

从内容上看，“四史”教育囊括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

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主干思政课的核心内容。思政教师要对“四史”

在整体和部分进行把握。对每门课程来说，“四史”内容各有侧重，根据不同课程整合好“四

史”的教育教学思路及设计，可以使不同的思政课更好地找到共性特征，抓住主要矛盾。从整

体的角度来看，“四史”讲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

谋大同的实践历程；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并指导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而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初心使命的担当便是“四史”的主线。“四史”教育的核心任务则是固本强

基，培植广大党员及大学生的正确历史观，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四个自信，从而能够增

强我们的思想定力和战略定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

从目前的国际国内思想环境来看，历史学科是各方思想、理论、观点交锋的主阵地，历史

学科作为载体，承载着各方声音。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严重偏离了客观的历史原貌，自称“价值

中立”的历史解读，具有很强的误导性。如互联网上个别自媒体传播的抹黑、歪曲和诋毁党

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言论，对部分青年学生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

响。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史”教育不仅能够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

成长过程、新中国发展历程、改革开放前后时期的史实及关系、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发展的

基础知识传授给学生，更能够帮助他们解决当下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从而有助于培养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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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正确的历史观，能够辨清、摈弃错误思想言论，使青年学生对自己民族和国家形成肯定的

积极认知和情感归属，带来价值认同的最大化。做好“四史”教育，是培养大学生形成正确历

史观的根本出发点，是培育爱国主义的稳固基石。

我们要实现民族复兴，在思想上面临着如何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如何看待近代

中国的百年发展史，如何评价历史上的革命领袖和英雄人物等现实问题。但是近年来的历史

虚无主义给我们造成了很大混乱，其错误观点通过网络传播甚广，主要表现为：第一，在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上，褒扬曾国藩、李鸿章、慈禧、袁世凯、徐世昌等，同时贬抑洪秀全、孙中

山等。① 而黄继光、邱少云等战斗英雄也成为被质疑和攻击的对象，他们的英雄事迹被妄称

是杜撰夸大。相反地，对反面的历史人物则大加美化。第二，在历史观上，质疑甚至全盘否定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其仅是机械的历史决定论；反对阶级斗争学说，认为阶级斗争理

论不仅过时，而且是根本错误的；进而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和规律性，认为历史的进程或

是英雄人物的创造，或是偶然事件的堆积。第三，在史学思想上，照搬套用西方客观主义史学

的观点，主张以所谓超然中立的态度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却有意识地对历史进行主观裁

剪。第四，以学术创新为幌子，颠倒是非歪曲中国历史，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封建统治者大唱

赞歌，如把西方国家的入侵美化成是帮助中国发展近代化。第五，渲染民族失败主义思想，轻

蔑中国本土文化，盲目颂扬西方文明，把西方的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视为普世价值，对以爱

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恣意抹杀。第六，借“新冠”疫情之际，配合国外个别媒体，刻意贬

低、否定中国制度及中医药文化。如在网络上出现的诸如“疫情中国起源论”“中国应道歉论”

“西方应对政策优越论”等偏颇观点及个别学者、留学生公开喊出的卖国辱国言论。在这样的

背景下，加强高校的“四史”教育，树立正确历史观，厚植爱国主义，提升文化自信，显得尤为

迫切与重要。

二、历史虚无主义的发展简况及在当代的挑战

总览错误思想，其核心便是历史虚无主义在作祟。若想摈弃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想，

关键先要溯清其源头，厘清其本质，然后运用“四史”教育有针对性地加以驳斥与摈弃。

当代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苏联时期，当时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对斯大

林思想及政策的全盘否定，加上和平演变的影响，导致了苏联学界对马列主义的怀疑。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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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20世纪 80年代后期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期，苏联史学界甚至怀念起了封建王朝，把罗

曼诺夫王朝的统治者描绘为“上帝的羔羊，他们只懂得关心人们、为人们谋幸福。”② 这种政

治思潮在东欧剧变之后又逐渐蔓延到了中国，政治多元化、多党制等学说开始出现，也为当

代历史虚无主义重新泛起埋下了种子。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相比之下，资本主义制度日益相对完

善和成熟，使得“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共产主义渺茫论”等思想从 20世纪

90年代初以后有所增多，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便是其中典型代表。

虚无主义思想常利用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武器侵入人们的头脑，引诱国人对自己国家民族

的历史和主体文化产生怀疑，继而在意识形态上发生转变，当时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历

史虚无主义逐渐再次抬头。

当前我国历经四十二年的改革开放已进入深入发展阶段，各种利益交错，难免会出现一

些以前不曾遇到的问题和矛盾，容易造成人们对民族历史、对社会主义道路产生茫然疑惑。

同时，一方面随着我国开放的程度越来越深，中西文化激烈的碰撞不可避免，目前西方经济

上的相对优势容易使一部分国人对其文化盲目推崇；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及

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增大，随着此次抗击疫情过程中我国的制度优势不断显现，西方个别国家

千方百计要遏制我国的和平崛起，变本加厉地在意识形态及文化输出上对我国施加负面影

响。在这样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作为反社会主义的一种思想，历史虚无主义便在国

内外环境的综合影响下重新活跃起来。一些不熟悉也不认真研究历史的人只凭主观臆断便

推波助澜，造成了虚无思想愈演愈烈。历史虚无主义者以“学术研究”的面目出现，扬言要“重

新改写”从古到今的中国历史，在“重新评价”“重写历史”的名义下，作翻案文章，设置“理论

陷阱”。③ 他们不是通过全面、系统地掌握有关资料，探索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透过历史现

象去揭示历史的本质和规律，而是有目的地挑选历史事件来断章取义、以偏概全，或涂抹、或

剪裁，以达到歪曲抹黑历史、宣传错误理论、混淆大众视听的目的。在“四史”教育当中，我们

必须以史实为基础，以历史规律为纽带，正确、系统地解读历史，另外要善于揭去错误思想迷

惑性极强的外衣。

例如，在外在形式上，虚无主义思想与 20世纪兴起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有着密切

关系。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兴起于 20世纪 70年代的欧美学术界，它以“怀疑一切”的

态度席卷文学、史学、哲学、建筑学、社会学等领域，具有强烈的反传统倾向，对其褒贬者都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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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在史学思想上，它对传统历史著作的文本内容提出了质疑，认为历史“不是过去的事情，

而是写下来供人们阅读的历史话语”，历史文本的决定因素不是已经过去的历史事实，而是

它的“潜在的深层结构”，即“范式（Paradigm）”。④史学家在展现这种“范式”时使用的语言以

致观点必然受其文化背景影响而融入了自身在道德上的主观成见，所以历史学家撰史时的

客观性很值得怀疑。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历史没有独立性，它仅是文学的附属品，并且历史

的主体———现实的个人，也是不存在的，历史中的人只不过是在复杂的历史结构当中扮演着

不同角色的抽象符号。后现代主义思想继而又衍生出新历史主义，其特点是建立在历史虚

构、想象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基础之上，带有明显的批判性和颠覆性等特征，

强调研究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改写。这些思想原是西方学者对历史哲学提出的新解释，但是

在传进我国后，与当代的一些社会现实问题相结合，被历史虚无主义者挪用了一些概念，重

新被包装起来。

当代历史虚无主义片面利用了后现代主义“怀疑一切”的态度，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需

要说明的是，历史虚无主义虽然形似后现代主义和新历史主义，但是与之是有极大差别的：

后现代主义只是对历史事件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强调文本本身是不能说话的，只是其解读者

在说话，而解读者价值判断的根据是自身对社会生活的体验或是本身语言结构，所以无法完

全客观反映史料的真实。新历史主义主张回归一种文化性的历史，强调从政治、意识形态等

角度对历史文本进行解读。我们应该看到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所提出的这些挑战或问题

是针对历史本身的一种解释，是站在学术的立场上，本身也有其合理性和一定积极的意义，

它的怀疑有助于促使史学家们在研究历史时，更加注意对史料的鉴别和判断，努力避免自身

可能带有的政治或文化偏见。但是历史虚无主义则与前者有本质上的不同，它不属于学术范

畴，却偷换了很多学术概念来吸引眼球，在内容上不经实践考察地直接怀疑、解构历史，甚至

去虚构历史或者是主观地臆断，把客观的历史变成了别有目的的主观抒发，再加之披上了学

术或者爱国的伪装，所以，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

由此可见，以历史虚无主义为代表的错误思想，并非简单地移花接木、剪裁史料，而是拥

有一定的“理论体系”和话语通道，且极具欺骗性和迷惑性。思政课程若不能加强正确的“四

史”教育，便会被这些错误的历史观点、扭曲的研史方法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占据高地，对我

们前进的方向和要坚持的道路造成更大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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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挑战与应战———切实做好高校的“四史”教育

以历史观为主题，通过课堂及网络向本校及其他高校本科生发放了相关调查问卷 3500

份，有效回收 3225份，其中关于历史虚无主义等问题的反馈结果如下：

表 1：你知道什么是历史观吗?

选项 小计 比例

知道 1527 47.36%

不知道 484 15.01%

只是听说过 1214 37.63%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225

表 2：你是否了解“历史虚无主义”？

选项 小计 比例

非常了解历史虚无主义 368 11.42%

听说过，但不知道具体内涵 2154 66.81%

从没听过 703 21.78%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225

从调查问卷结果看，大多数大学生对于历史虚无主义的内涵及危害了解得并不全面、不

透彻。当代大学生兴趣广泛、求知欲高，但是因为三观尚不成熟、历史观念薄弱、从众心理及

其他客观干扰的因素，如不进行正确历史观的教育引导，他们对于错误思想的辨别能力和抵

御能力便会是十分虚弱。而历史虚无主义主要的侵蚀对象便是大学生群体，其影响的不仅是

大学生对历史的观点，还会影响到他们的政治立场。所以肩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

合格接班人的重任，思政工作者必须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蔓延进行回应、迎接其挑战。“四

史”教育便是迎战的有力手段。在“四史”教育问题上，我们一定要保持政治定力和理论自信，

有信心、有底气。这个信心和底气就来自于我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思维方式和思想方

法，这是批判并战胜一切对手的强大思想武器。⑤在“四史”教育中，关键在于我们要有针对

性地讲清历史的客观规律和历史的真正价值，要在以下几点着力：

（一）“四史”教育要导向正确

如上文所述，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局势、西方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教育的渗透，

高校思政课“四史”教育的现实挑战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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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各种社会思潮的交融，更需要对新时代青年理想信念的确立进行有力引导。习近平总书

记在阐述保持改革发展稳定问题时，谈到了在思想上一定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他强调，我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⑥

只有方向正确了，才能够正确认识和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才能够

科学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深刻揭示党自身建设及思想理论发展的内在规律。

对于广大党员而言，深入了解党史，明确方向，这是在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高度保持

一致，有利于党性修养的磨砺，坚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对于当代大学生而言，“四史”教育的学思践悟，就是为了帮助他们更好地继承和发扬革命传

统，引导新时代的青年将党在长期艰苦奋斗中积累下的宝贵经验、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时代性、创新性有机融合，能够让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

引下，真正体会到革命先烈的不屈斗争和坚定意志；真正理解历史和人民为何选择了中国共

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这一目标其实与树立正确

历史观是一致的。

（二）讲好四史，要帮助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历史观

历史观是四史教育的核心，思政教师必须在此方面做好理论和方法上的工作。一般而

言，正确的历史观要符合以下几个要求：第一，历史观要建立在客观史实的基础上，即先要做

到事实判断。客观求真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根本属性和要求。罔顾史实、颠倒黑白的观点必

须予以坚决地驳斥和摒弃。第二，对历史的认识过程要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唯心

史观中的宿命论、神秘主义、个人主义等观点是客观认识历史的障碍干扰，我们必须以唯物

史观为出发点去研究、认识历史，探索历史发展规律，从历史中汲取前进的经验。第三，历史

观的价值判断要符合人类最基本的价值体系，对于历史的解读不能违背道德、公理和民族情

感。对于为了达到一己之私利而借用历史去抹黑祖国人民、挑战民族情感、影射制度道路、碰

触道德底线的思想和言论，必须予以无情的驳斥；而且必须将上述观点与客观的历史研究、

学术探讨、善意的历史批评区分开来。第四，要分清历史观与意识形态的概念及表现。这二者

既有联系，也有本质区别。从性质上看，历史观是人们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本观点，是一

种史学范式。但是，人类历史的发展，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变化，必然会产生不同的

社会意识（包括意识形态），故二者又总是交织在一起的。意识形态的主要表现载体即是历史

观。目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历史观争论是当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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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蔽化的重要表现。思政工作者要善于从历史观方面去开展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

工作。

（三）“四史”教育要讲清楚历史的客观规律

举一个近代史上比较经典的问题为例：历史虚无主义者断言，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地错过

了发展资本主义或现代工业文明的机会，没有能够及时地对历史道路进行正确选择。诚然，

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历史的发展往往存在着多种可能性与偶然性，人作为历史的主体，当

然有权利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但是这种选择是在既定的前提条件下进行的。关于这一

点，马克思有过精辟的论述：“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

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活动的产物。”⑦可见，人类历史选择的

结果必须要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

结》中指出：“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

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⑧

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目的性与规律性的统一，只有将人们对自身发展道路选择的目的性

建立在历史客观规律性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使预期的结果成为历史现实。资本主义在中国为

什么没有发展起来？并不是当时的国人如历史虚无主义所讲的没有能够及时对历史做出所

谓“选择”，而是因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主客观条件俱不成熟，是中国的这种选择没有经

受住实践的检验。正如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的：“孙中山开始就想学习西方，所谓西方即资本

主义，但并没有成功。”⑨由此可见，所谓历史的选择绝不能脱离历史规律和客观条件的制

约。没有历史必然性，历史选择论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如果抛开必然性，仅仅用历史选择论

来分析认识历史，无视人类主体活动背后客观规律的决定性作用，必然会陷入主观唯心主义

的泥沼。历史的客观规律可以用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一元多因多果论概括。其含义是“一

元”，即作为“终极事实”和“终极原因”的物质实体及其特性，在各种不同的外部因素作用下，

会必然产生不同的反应结果。按照唯物史观的观点，“终极原因”实际就是人类本身物质生产

能力的发展。历史本质上是人类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人类创造历史的前提是要生活，

即日常的衣食住用。因此，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

生活本身。⑩历史虚无主义论者则是故意抛开客观条件，无视生产力这个核心要素，随心所

欲地指责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进程，只强调“多因”，否定“一元”，其理论缺陷的根源正在于此。

这种违背历史客观规律的理论终将会被历史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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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史”教育要有针对性地驳斥错误思想

我们要迎接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想的挑战，要在明确历史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坚定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也要加强对青年学生的国情教育、历史教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以“欲知大道，必先知史”的治国理念，对党史、国史的学

习，提出了重要见解。对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理解什么是正确的社会

主义道路，应该树立怎样的历史观等问题，指明了要坚持的方向。他在 2013年 1月 5日新进

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讲话时，明确强调了要

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习近

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

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对于历史虚无主义者妄评的改革开放成果，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虽然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

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差别很大，但二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

互相去否定对方都是不可取的。对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一个抛

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

剧。”輥輯訛思政课教师在讲述“四史”时，一定要充分运用客观史实、用最新理论讲出硬道理，善

于、敢于正面去驳斥错误思想。

（五）“四史”教育，要结合高校思政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党中央将学习、研

究、教授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提高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

度，为我们开展“四史”教育教学指明了方向。“四史”教育，也是高校完成立德树人时代使命

的根本任务。切实开展好学习“四史”，根本目标就是为了汲取经验与智慧，传承红色基因，引

导大学生把理想信念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和时代的机遇结合起来，把炽热的爱国热情

转化为积极的强国行动，在发奋图强中锻炼成才，在创新创造中锤炼成长。当代大学生视野

开阔、思维活跃，但他们所获知识和信息往往具有快餐化、碎片化的特征，理论性与系统性易

受忽视，容易在生活学习的压力下、在多元文化的社会环境中产生迷茫。作为新时代高校思

政教育者，我们要积极去了解 00 后大学生的心理特征，适应新的教学环境、条件和方法，有

的放矢地开展好“四史”教育，引导大学生主动学思，积极把所学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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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发展结合，从而完成好立德树人的重任。

担任立德树人重任的思政教师应做的是不断锻炼自己的内功，熟悉掌握正确历史观、学

科知识及新型的教学方法，从历史的科学规律出发，以客观和发展的眼光去评判历史，这样

才能正确看待历史发展中的问题，从而找准出路，而不是如同历史虚无主义那样任凭主观

地、别有用心地分析历史。思政教师要让青年一代熟知客观的历史，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充分

认识到我国能否走上并坚持正确发展的道路，关系着党的事业兴衰成败，关系着全体中国人

的根本利益。历史经验和现实都已经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我们要坚定信仰、坚定“四个自信”，切实搞好“四史”教育，才能做到彻底

摒弃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想的干扰，树立起正确的历史观，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的意志。

【参考文献】

① 梅荣政，杨军.历史虚无主义重新泛起的透视[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5:41.

② 刘淑春.“十月”的选择———90 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M].北京：中央编译出社，1997:314.

③ 梁柱.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起、特点及其危害[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9（4）:7.

④ 杨共乐.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史学[J].史学史研究，2003（3）:72.

⑤ 李殿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观[J].红旗文稿，2018:6.

⑥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18.

⑦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32，247.

⑨ 邓小平文选（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02.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9.

輥輯訛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

2016-05-18.

高校思政课“四史”教育的现实挑战与应对

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