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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抓手。“四史”教育

的意识形态属性来源于“四史”教育的政治性，对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培养和强化

社会主义政治认同和培育科学的历史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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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arning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history of the New China, the histor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 history of socialism i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ideological 
building in the new era. The ideological attribute of the “four histories” education is derived from 
the political nature of the “four histories” education, which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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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idating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Marxism in ideology, cultivating and strengthening socialist 
political identity, cultivating scientific historical view, and constructing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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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指出：“要把学习贯彻

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1]。新时代开展“四史”教育，对整合意识形态的文化资源，

巩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理清历史脉络，批判历史虚无主义，进而强

化对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坚持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以及完善社会主义信仰体系具体建设性作用。站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起点，以“四史”教育推动意识形态建设，有利于丰富意识形态建设的文化

内涵，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思想堡垒。 

2. “四史”教育的内涵与本质 

“四史”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当中，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四史”教育不同于其他

的历史教育，其特殊意义在于所承载的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政治文化积淀，带有特定的文化符号和价值

取向，对统领全民族向心力和提高文化自信心尤为关键。“四史”教育作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

课题，审视“四史”教育的内涵和本质，对于发挥“四史”教育的功能，推动“四史”教育朝着科学化、

理论化和系统化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1. 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历史，是党带领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 

俄国十月革命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用马

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实际问题，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下积极组织建党活动。从石库门到天安门，

从在野党到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从弱小逐步走向强大，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

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近百年的“三座大山”，实现了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变革。从

兴业路到复兴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中国

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最华丽的篇章。 

2.2. 新中国 70 多年的历史，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以来，党和人民一同攻坚克难、艰苦创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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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中国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华大地上的伟大实践和成功案例。从一穷二白

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积贫积弱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为

国家的发展奠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根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和

贡献。 

2.3. 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历史，是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推进对内改革、 
对外开放的历史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国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

实践，是人类发展史上独特而又重大的创举。我国成功把握经济全球化浪潮所带来的历史机遇，始终坚

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成功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重大转折，在推动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

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伴随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逐步探索建立开放型经济体制，

并由此走出一条以扩大开放倒逼改革、以深化改革促进扩大开放的路子。 

2.4. 社会主义发展史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交相辉映 

“四史”中社会主义发展史是时间跨度最长的，学习社会主义发展史是为了从源头上明晰社会主义

从哪里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里来。只有追根溯源，才能更深入理解中国是怎样历史地选择了社会

主义道路的，是怎样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的，是怎样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在中

国的发展史，融汇在党史、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史中，深入学习社会主义发展史，可以以更加宏观的视

角解读党史、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史，彰显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和改革开放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3. “四史”教育的意识形态属性 

3.1. “四史”教育作为具有特殊类型的政治文化教育，其教育的目的带有明确的政治性 

旗帜鲜明讲政治，从历史中了解党的发展历程，明确党的执政地位，继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坚持

党的领导。突出政治属性，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线，服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当下，是“四

史”教育的一个鲜明特点。“四史”教育的政治性决定了“四史”教育的意识形态属性。党的十九大报

告明确意识形态建设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导”[2]。“四史”教育是党领导下的文

化教育事业，在意识形态领域具有范围广、程度深、内容精等特点，对统筹社会主义文教事业和推动文

化产业发展，进而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具有现实意义。 

3.2. “四史”教育具有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承载了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 
是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资源 

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党的领导是“四史”的灵魂，近百年党的光

辉历史和文化传承，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党的文化话语体系，确立了“人民至上”价值理念，推动各领域

统一战线，蕴含着全民族的价值追求。新时代开展“四史”教育，重温党领导人民的奋斗历程，有利于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助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全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动

向导，对唱响时代主旋律，整合意识形态资源，提高辨别和抵制不良意识形态影响的能力，构建更加坚

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软实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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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四史”教育有利于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

导地位 

“四史”教育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孕育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土壤，培育出毛泽东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四史”教育从历史的原点出发，以独特的文化视角

回顾和重新审视社会主义发展之路，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时代价值。 

4.1. 丰富的“四史”教育内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基础上从掌握、

运用到创新的过程，见证了马克思主义由理论成熟到政治成熟的历史蜕变，是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具体实践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在“四史”教育中具有本源性地位，是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的思想源泉，是推动党的理论创新的精神力量。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如果我们的党有一百个两百个

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

斗力”[3]。“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为主动。从这时起，

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

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的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4]。“四史”见证了中国共产党

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发展，不断开辟马

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新时代的新形

势和新要求，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揭开了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5]。中国共产党经过百年的历史沉淀，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解和深刻把握

的基础上，紧扣时代任务和具体国情，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 

4.2. “四史”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党坚持创新理论，有利于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共产党的 
执政规律，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马克思

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深

刻影响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四史”从其另一面角度来看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史”、“社

会主义在中国的成长史”，其结果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不断丰富成熟，社会主义在中国富有

生机和活力。当下，西方敌对势力的政治“诋毁”和文化渗透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通过宣传政治上

宣传资本主义普世价值、自由人权，文化上通过影视娱乐作品传播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不断冲击我国主

流意识形态认同[6]。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

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7]。
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话语

权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的。新形势下开展“四史”教育，提高人民群众认识历史，辨别是非的能力，

在回顾革命事迹、品读红色故事中激发群众的革命情怀，唤起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激情，凝聚全民共

识，进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5. “四史”教育涵盖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全过程，对培养和强化社会主义政治认

同具有重要作用 

政治认同是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基本内容，“四史”具有强烈的政治认同功能，是培育全民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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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政治认同的重要资源。建党百年来，党领导全国人民践行共同的政治价值和政治追求，体现出中国

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和政治本色，锻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能力，形成了广泛的社会政治认

同和价值共识。 

5.1. “四史”教育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对理想信念的坚守和追求，坚定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 

一个政党因为有信仰而充满活力，一个民族因为有信仰而斗志昂扬，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把建立

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政治追求，把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终目标。邓小平同志指出：“过去我们党无论

怎么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8]。
回顾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在诞生之日起就以满腹热情投身到拯救中国、改造社会的实际斗争当中。第

一次国民革命失败后，党组织遭受重大损失，党员数量锐减，革命前途渺茫，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极端

艰苦的条件下继续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开辟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和抵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积极开展全民族统一战线和敌后抗战，成为抗

日战场的中流砥柱。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土地改革，依靠人民的支持，推翻了近代以来压在

中国人民身上近百年的“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中国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而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都保持强大的生命力、领导力和凝聚力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

党人所拥有的崇高理想信念。 

5.2. “四史”昭示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性、必然性和正确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

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

[9]。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同样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回顾中国近代史，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

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相继登上历史舞台推行各自的政治主张，但结果都以失败告终。以毛泽东同志

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

论，带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带领中华民族迈向新的历史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

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是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适合新时代发展要求并取得巨大成功的唯一正确道路。“四史”见证了中国

共产党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曲折，“四史”中的“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

展史”具体表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成功经验和曲折教训，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的指南针。“四史”教育对唱响社会主义主旋律，凝聚全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巩固意识形态主阵地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 

6. “四史”教育具有社会育人功能，是培育科学的历史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建设的重要环节 

历史教育是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阵地，与国民信仰体系的建立密不可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当下，发挥“四史”教育的资政育人功能，对于塑造科学的历史观，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具有重要意义。 

6.1. “四史”教育有助于提高历史意识，培育科学的历史观 

生活在无形但又流动时代中，辨明自己的位置，意识到自己身处历史之中，从历史而来又将属于历

史，这便是历史感[10]。历史感与个人精神成长和思想成熟关系密切，“历史即现实”：“人一睁眼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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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自己的本真历史。看到历史就能产生历史感。”“历史感是对历史―现实本体总过程的原始体验和

理性感受”[11]。缺少历史感就很难对国家和民族抱有深厚的情感基础，就会缺乏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

人的精神世界就会趋向荒漠化贫瘠化。新时代开展“四史”教育，在全社会激发学习“四史”的热情，

使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状态，在学习历史中将历史感、现实感和未来感联系起来，

明确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和责任感。“四史”教育的目的是引导人民群众彻底弄清“四史”发展脉络，

彻底弄清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为什么选择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12]，引导人民群众更加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 
“四史”教育有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划清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的界限。历史观是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基础。“四史”教育如果被忽视或者方向出现偏差，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就

会泛起[13]。历史虚无主义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错误史观，试图通过“否定人民革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

的历史，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道路和人民民主专政，试图以乱史而达

到社会主义改旗易帜之目的”[14]。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西方敌对势力通过互联网新媒体传播历史

虚无主义的相关言论和图片，严重挑战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唯物史观在意

识形态领域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15]。“四

史”批判历史虚无、认清历史与现实的利器，通过在全社会开展历史教育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

在“四史”学习中对党和国家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文件、重要人物进行全面、历史、辩证地分

析，理清历史发展脉络，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进而巩固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 

6.2. “四史”教育的资政育人功能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教育是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途径，对人们的价值理念、道德素养和精神培育具有重要影响，具有鲜

明的价值引领和资政育人功能。“四史”凝聚了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先进思想和文化，作为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的核心构成，以百年史实生动诠释了理想与信念、执着与奉献、担当与奋斗的精神本质，充分

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于理想目标的坚守和迎难而上的魄力，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

内涵本质是一致的。因此，“四史”教育能够充分发挥文化教育的思想导向作用，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建设提供天然的平台和有效载体。在重温党的历史中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和精神，以先进的革命

事迹作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精神基础，培育高尚的道德情操，规范个人和社会的行为品质，牢固树

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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