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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且各有侧重。另一方

面，“四史”教育与新疆高校具有地方特色的思想政治

教育内容也具有高度契合性。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 在 新 疆 干 部 教 育 、 社 会 教 育

以及青少年教育过程中，应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作为重点，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升。结合这一

要求，“要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多元一

体格局的研究，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新疆干

部教育、青少年教育、社会教育，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

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

观，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心灵深处。”所以，新

疆高校思政课教学除讲授与内地高校相同的内容外，还

需要立足于新疆特殊的区情、社情，将具有本地区特色

的教学内容进行有针对性地传授，即把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教育贯穿于教育教学始终。

目 前 ， 新 疆 高 校 开 设 的 地 方 性 思 政 课 程 《 简 明 新

疆地方史教程》，围绕中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主

脉，坚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统阐述新疆历史发展

的总体趋势和前进方向，与“四史”教育在内容上有重

合之处。“四史”教育重点讲述近现代中华民族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面对危机，共同抵御外侮，团结奋战并

最终赢得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历史，阐明各族人民鉴于近

代 以 来 所 形 成 的 共 同 认 知 ， 在 党 的 领 导 下 克 服 艰 难 险

阻，砥砺前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的历史

进程。由此可见，“四史”教育毋庸置疑是培育新疆高

校 大 学 生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的 重 要 素 材 。 因 此 “ 四

史”教育与新疆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内容契合。

（三）教育目标一致

“四史”教育与新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都承担了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重要使命。因此，二者的教育目标具

有高度一致性。这为“四史”教育融入新疆高校思政课

教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整体上看，“四史”教育与新疆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都肩负铸魂育人的崇高使命。新疆高校开展“四史”

教育，可以借助史实对历史成功经验进行总结，同时也

能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进行批判，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

历 史 ， 坚 定 大 学 生 坚 持 和 发 展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的 信

心，引导大学生树立为国家富强以及民族团结努力奋斗

的意识。

思 政 课 教 学 的 目 的 在 于 培 育 政 治 立 场 坚 定 ， 责 任

意识强，有担当、有知识、有技术、有能力的综合型优

秀人才。另一方面，新疆高校思政课教学通过阐述民族

团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历史上的鲜活表现及其当

代 价 值 ， 旨 在 引 导 各 族 大 学 生 树 立 正 确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五观”，提升各民族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

其为促进民族团结以及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并从

内心深处体会到新疆各民族同胞确实是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休戚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中华民族共同

体 ， 是 相 互 离 不 开 的 ， 是 一 个 统 一 而 不 可 分 割 的 完 整

体。只有认识到这点，才能使各民族大学生积极投身祖

国建设事业之中，为民族团结以及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

的力量。

“四史”教育融入新疆高校

思政课教学的时代价值

（一）帮助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抵御历史虚无主

义思潮

经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四史”教育并不仅仅是

历史知识的教育，其具有较强的政治性，是指借助历史

所开展的政治教育，是新疆高校思政课教学的重要资源

和素材。借助“四史”教育，可以帮助学生掌握历史的

本质与规律，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正确看待历史发展趋

势；同时正确认识现代社会，理解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

发展的必然选择，并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之中。

将“四史”教育融入新疆高校思政课教学，充分挖

掘“四史”中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通过详实的史

料、实事求是的态度评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真实而

客观地回溯还原历史，有助于补足青年人精神之钙，有

效提升青年学生的历史素养、增进历史智慧，引导他们

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和意识形态领域局部多元、多样、

多变的冲击中，树立正确的“大历史观”，客观辩证地

看待历史成就和挫折，学会运用历史思维分析现状、认

清趋势、把握未来。

学会用发展的眼光和多层次的视角去探索中国，读

懂中国和定位中国，并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以

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唯有如此才能使

新疆各民族学生自觉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加强学

习提升自身的知识技能水平，坚定自身的政治立场，将

自己打造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二）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民族

团结

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民族团结问题是新疆问题的关键，要加强民族团结，

以此来抵御民族分裂势力的影响，共筑维护民族团结的

钢铁长城。“四史”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民族共同历史

记 忆 ， 在 新 疆 高 校 思 政 课 教 学 过 程 中 融 入 “ 四 史 ” 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