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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强民族地区发展，推进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是构成社会发展进步

的强大精神动力和塑造良好社会政治环境的必要条件，

是探寻解决民族地区文化问题的正确之道，也是助推中

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方式。历史是一个党、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的源流和命脉。高校思政教学是“四史”教育的

主阵地、主渠道和核心课程，对做好立德树人，维护国

家 统 一 、 民 族 团 结 和 精 神 力 量 之 魂 具 有 十 分 重 要 的 作

用。在思政教学中融入“四史”，即党史、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引导大学生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实现以史铸魂、以史

育人，是边疆地区构成社会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和

塑造良好社会政治环境的重要路径，更是为促进中国式

现代化进程培养后备人才。将“四史”融入边疆地区的

高校思政教学，是要以“四史”教育为发力点，将“四

史”与边疆地区的现实相融通，让大学生从历史的厚度

中汲取精神养分，在学史明智中开拓进取。从边疆经济

社会发展的基础、理论的继承与创新的互动中、历史与

现实的贯通中以及共同性与差异性统一等四个方面进行

探索“四史”融入边疆地区高校思政教学的路径，在知

史明理的基础上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增强国家认同。

加快边疆经济社会发展，是实现“四史”

融入边疆地区高校思政教学的基础

边 疆 经 济 社 会 的 发 展 水 平 决 定 着 高 校 思 政 教 学 的

水平，也决定着“四史”融入边疆地区高校思政教学的

程度。换言之，一方面，“四史”融入边疆地区高校思

政教学就要最大限度地立足当下边疆地区社会的历史和

现实，大力发展生产力，推动族际交往，这是“四史”

融入边疆地区高校思政教学的基础。另一方面，还要根

据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的对边疆地区的治

理方略，协调边疆各族群众的各种利益关系，加大政策

的执行力度，树立和引导与边疆地区生产生活方式逐步

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可以说，边疆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程度直接决定了“四史”融入高校思政教学的深度和广

度，而且这两个方面的相互协调才能有效实现边疆经济

社会的发展水平提升。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

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当各族群众的物质利

益得到满足，当群众生活中的矛盾得以沟通，利益表达

“四史”融入边疆地区高校思政教学的路径探析
 张　锐

高校思政教学对深入开展“四史”教育具有重要的作用。要实现“四史”融入边疆

地区高校思政教学，加快边疆经济社会发展是基础，坚持继承与创新的互动是关键，坚

持历史与现实的贯通是重点，坚持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是保证。探索“四史”融

入边疆地区高校思政教学的路径，可以使大学生提高政治鉴别力，有效应对严峻的国际

国内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冲击，以更宽广的视野和奋发有为的精神肩负起中华民

族复兴的责任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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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思政教学是“四史”教育的主阵地、主渠道和核心课程，对做好立
德树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精神力量之魂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