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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组织师生同上“四史”思政大课 

按照《教育部社科司关于组织全国大学生“同上‘四史’思

政大课”的通知》（教社科司函[2021]63号）要求，为确保我校

学生能够在建党百年的时间节点上进一步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

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校借助课堂线下及线上平台，组织

学生观看学习了“四史”思政大课，并进行了观后讨论活动。具

体活动开展情况总结如下： 

一、借助线上线下平台，组织学生观看学习 

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根据本学期思想政治理论课进度的安

排情况，结合教学实际，由全体思政课教师、辅导员通过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全校学生观看了系列“四史”思政大课。

在线下的课堂观看中，思政课教师结合视频内容进行教育引导，

增强学生了解、掌握四史的相关内容，从而引发学生深入思考，

让他们能够有所收获；在线上的学习，借助学习通平台，及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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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思政大课视频，组织学生按时观看。通过这种方式，既满足学

生反复观看学习的需求，更具灵活性，同时让同学们通过学习“四

史”，在思想上弄清楚、理解透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

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进一步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

做到理论上清醒和政治上坚定。 

二、开展观后讨论活动，深化学生认识理解 

全体思政课教师也借助线上线下双平台，牵头组织学生开展

学习讨论，在理论上予以有益补充，让学生对四史知识以及思政

课知识都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一方面思政课教师在课堂观看的

环节，结合老师讲授的具体内容，在观看结束后组织学生对相关

内容进行讨论。发现学生感兴趣的点、尚未完全清楚的内容以及

可以进一步延伸的内容，进行有针对性、有目的性的引导教学，

确保学生学习“四史”思政大课的效果能够落在实处，让学生在

对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以及社会主义发展史有一定了解

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到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更好

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风险挑战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是在

课后，老师借助学习通平台，通过线上讨论的方式，深化学生对

授课内容的理解，引导广大学生切实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

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的深刻认识以及高度赞同。 



 

—3— 
 

三、听取学生感想反馈，落实思政育人实效 

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以及社会主义发展史

是最好的教科书，通过学习“四史”，可以帮助同学更好地了解

历史事实，理清历史脉络，从历史中汲取力量，吸取经验智慧，

在思想上深刻认识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立来之

不易，能够让学生领悟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在面对重重考验时无

畏的革命奉献精神，从而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更加坚定

的理想信念投入到报效祖国的伟大事业中去。 

学生也纷纷表示获益匪浅，他们表示通过这次系列思政大课

的学习，让他们能够对世情、国情、党情有了整体上的了解，对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也有了更

为深刻的认识，能够较为科学地把握党和国家所处历史方位的前

提与基础；能够让他们成功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在理清历

史脉络的基础上坚定政治站位，常怀爱国热情；能够让他们了解

到我们党是如何从最初的几十名党员成长为拥有九千万党员的

大党，从而明白坚定理想信念的重要性，切实做到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而贡献出自身的一份

力量。 

这次同上“四史”思政大课，用凝练的语言为我们绘就了这

一百年来党与国家的风雨征程。让我们能够快速了解到这段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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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了解学习“四史”的重要性，了解到广大学子以及年青一代

确实重任在肩。不仅在学生群体中反响很好，全体思政课教师也

纷纷表示在观看学习中获益匪浅。希望以后还能够有更多这种同

上一堂思政大课的学习形式，可以结合时政热点以及国家、世界

发展局势，设置多种主题，帮助广大学子拓宽视野，在潜移默化

中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热情，具有报效祖国之心，能够为新

时代国家建设结合专业特色，贡献出他们自身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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