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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一般项目 

 

四川省 2022-2024 年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和 

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书 

 

 

           项目名称 以党史为重点的“四史”学习教育融入思

想道德与法治课堂教育教学的实践研究 

           负 责 人            黎定政                   

参 与 人 王杜刚，荆永月，祖家敏，宋春蓉，孙

艳，杨春城，刘韶华，王甫忠，李果 

           工作单位                 （单位公章）        

           联系电话    13882379531                      

           申请日期   2022 年 12 月 27 日                       

 

四川省教育厅  

 2022 年 12 月 印制 



填 表 说 明 

 

一、按表格填写各项内容时，要实事求是，表达要明确、严

谨。 

二、申报书为 A4 复印纸，由所在学校审查、签署意见后，

加盖公章扫描 PDF 文档，与附件资料一并按文件要求上传。 

三、封面的项目“参与人”一栏应填写项目负责人以外所有

人员名单，并按照顺序填写，不得超过 9 人。 

四、封面右上角的“项目类型”按附件 1 中“项目申报指南”

中的编号填写，示例：“1.1”，“其他”。 

五、“项目层次”填写一般项目、重点项目。 

 

 

 

 

 

 

 

 



项 

目 

负 

责 

人 

情 

况 

姓  名 黎定政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502 

专业技术职务 哲学副教授 行政职务 教研室主任 研究领域 思政课 

工作单位 
四川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 
联系电话 

1388237953

1 
邮政编码 617000 

通讯地址 
四川攀枝花东区马家田路

65 号 
E—mail 348695063@qq.com 

1.主要教学工作简历 

1988年 7月-1992年 10月  攀矿一中政治教师。 

1992年 10月-2010年 10月  攀矿党校政治理论教师、攀钢密地党校政治理论教师、

攀钢党校政治理论教师，先后任党支部书记、教研室主任、密地分部主任。 

2010 年 11 月-现在  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攀钢党校）思政课教师，教研室主任。 

2.主要教育教学研究领域及成果 

该教师从教 34年来，一直从事思政方面的教学与研究，主要成果有： 

《西部全面小康视野下的道德建设》西藏大学学报 2005年 1月、《对攀枝花市

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情况的调查研究》乌鲁木齐市委党校学报 2005年

1月、《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研究的方法论》赤子 2015年 11月等共 22篇理论文章发表。 

主持或参与课题《关于攀枝花市发展职业教育集团的调研与思考》攀枝花市社科联结

项课题，2021 年政协大会发言并报市委市政府领导阅，攀枝花市第十四次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三等奖；主持课题《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路径研究》2019 年度攀钢一

等奖，攀枝花市统战理论政策研究一等奖，四川省统战理论政策研究二等奖等 35个课题。 

参与编写《新观念——攀钢制胜市场的法宝》（第六章），西南交大出版社 1998年

7月出版》等 8部教材。 

各类理论研讨会获奖理论文章共 31篇，各类报纸发表理论文章 39篇。 

    获攀钢拔尖人才，学院学科带头人，攀枝花市优秀教师，四川省委党校主体班优秀教

师，学院模范共产党员等称号。 

项 

目 

组 

主 

要 

成 

员 

︵ 

不 

含 

姓  名 
出生

年月 

专业技术

职务 

行政 

职务 

工作 

单位 
主要研究领域 

承担 

工作 
签章 

王杜刚 
1986

07 

助理工程

师 
教师 

四 川 机

电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思政 主研  

荆永月 
1970

03 
副教授 教师 

四 川 机

电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经济学 主研  



主 

持 

人 

︶ 

祖家敏 
1995

06 
助理讲师 教师 

四 川 机

电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哲学 主研  

宋春蓉 
1976

08 
副教授 教师 

四 川 机

电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法学 主研  

孙艳 
1973

10 
讲师 教师 

四 川 机

电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音乐教育 主研  

杨春城 
1968

10 
教授 

教 务 处

长 

四 川 机

电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矿业工程 参研  

刘韶华 
1981

12 
副教授 

管 理 工

程 系 主

任 

四 川 机

电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材料工程 参研 
 

 

王甫忠 
1968

11 
副教授 

管 理 工

程 系 副

主任 

四 川 机

电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机械制造 参研  

李果 
1973

09 

讲师、三

级律师 
无 

四 川 攀

法 律 师

事务所 

法学 参研  

一、立项依据及目标 

1．项目研究基础（包括项目研究背景与现状，与本项目研究与实践相关的前期基础，不超过 1000

字） 

（1）项目选题符合当前国际国内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的最新方向，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

义 

习近平在多次讲话中强调要加强“四史”教育，“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通过对‘四

史’的学习，弄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

什么‘好’等基本道理”。2021年 4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在思政课中加强以党史教育

为重点的“四史”教育的通知》，强调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作用，将“四史”学习

教育相关内容有机融入所有思政课必修课中。因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的关键课

程，而“四史”中蕴含着丰富营养，是培养时代新人的最好教科书。因此，将“四史”教育融入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成为高校思政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时代使命,是新时代推进高校思



政课的质量建设与创新改革的有力抓手。 

但是高校五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上有重合之处，侧重点不同。中宣部、教育部 2020年 12

月印发《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的通知，改版后

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进一步围绕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治观进行系

统讲解,帮助学生筑牢理想信念之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

素养。《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是一门融思想性、政治性、科学性、理论性、实践性于一体的思政

课程。将四史”教育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不仅为课程教学提供丰富的教学素材,而且能够

增强“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的“定力”,进一步发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思想引领的“定向”

作用。为此，深入研究探索在高校教育教学与教学管理中如何将“四史”教育融入“思想道德与

法治”课，以进一步增强“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教学的具体性、形象性、生动性成为迫切需要解

决的问题，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2）项目预期成果具有较高推广价值 

目前，课题组将“四史”教育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做了大量的创新性的探索，研究成

果具有普遍性和推广价值。 

第一，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引导大学生认识到中国

共产党织梦-追梦-圆梦的过程，并阐述新时代的大学生的新使命，即要以民族复兴为己任。激发

学生思考新时代应该如何“担当复兴大任，成就时代新人” 

第二，课题组通过挖掘三线建设等地方史与区域社会史中的“四史”资源，专门针对大学生

开发党史学习情境模拟式教育《红色家书》，学生必须通过自己大量搜集资料和人物档案、设计

情节、创作脚本、精心编排，才能够完成对于人物的塑造和家书的展演、教师需根据学员的自我

创作成果，组织学员之间充分交流、默契配合。在学生角色扮演环节中，教师进行启发、引导，

并进一步讲解家书背后的故事，展现更为深刻的历史背景，要求学生围绕特定情境思考，及时分

享角色扮演过程中的感悟。带领学生们穿越时空，回顾烽火岁月，现场感悟革命先烈的大爱深情。

深刻领悟人生真谛，把握人生方向。 

第三，以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为轴线，通过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五四运动、抗日战争、

新中国建设、改革开放、精准扶贫、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等历史，展

示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坚守理想信念，创造了伟大奇迹。因此要追求远大理想，坚定崇高信念。 

第四，通过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红船精神”,中国革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的“延安精神”，改革开放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以及新时代生命至上、举国同

心的“抗疫精神”等等。将“四史”教育内容融入爱国主义教育讲授中,更增强了教育内容的立

体感，继承邮箱传统，弘扬中国精神。 

第五，采用“短视频拍摄”“情景剧展演”等方式，更好地探求历史事实的真实性与可信度,

给大学生积极正确的介值观引导，更为清晰地让学生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介值观教育的复杂性和艰

巨性,正确看待中国共产党成长历程中遇到的挫折、社会主义发展建设中以及改革开放进程中的

种种挫折。正确分析历史虚无主义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影响。 

 



2．项目拟解决的问题和工作目标（不超过 1000 字） 

（1）有明确的研究目标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社会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

传教育的通知》强调，要突出青少年群体，把握青少年群体的特点和细棍，住址好青少年学习教

育，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青少年是“四史”学习

教育的重点，职业院校的学生更是重点中的重点，因为他们在中小学、职中、技校、中专等的思

政课多少学了点“四史”方面的知识，但掌握不够、不深，并且政治课在他们的一贯印象中，都

是以说教为主，更是加深了他们对思政课的抵触情绪。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把“四史”学习教育

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打消职业院校学生对思政课的不好印象，让学生坐得住、听得进、有

收获。 

（2）国内研究现状 

中办通知下发之前和之后，国内大量的思政课学者进行了研究，比如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在

思政课中加强以党史教育为重点的“四史”教育的通知》，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李建

华《以党史为重点推进“四史”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南昌市教育局《关于在思政课中加强以党

史教育为重点的“四史”教育的通知》等，都要求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中开展以党史为重点的“四

史”教育，《思想道德与法治》就是很好的载体。 

（3）项目研究的必要性 

从 2022 级开始，《思想道德与法治》由第一学期移到了第四学期，高职学生刚进校的新鲜感

没有了，思政课怎么才能吸引学生就成了个问题。把“四史”适当融入进去，用一连串的故事来

讲思政课，可以贴近青年需求，引导他们听党话、跟党走。同时，“四史”是坚定理想信念的最

好教科书，把党史上、共和国发展史上、改革开放发展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那些鲜活的事例串

起来，融入到《思想道德与法治》中，让他们知道为了今天的社会制度，多少人前赴后继，抛头

颅、洒热血，引导学生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本课题就是要解决高职学生不愿听、不想

听的问题，解决理想信念问题。 

（4）项目研究的可行性 

利用我们本身就是思政课教师的优势，拟找 5 个班进行试点，每个系 1 个班，通过发放调研

问卷、座谈的形式，充分了解学生的所思所想，解决“四史”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的过程中

融什么、怎么融、谁来融的问题，试点之后推向全校。出了课题组的几位老师，还动员所有的思

政课教师积极参与，出谋划策，目的是要把思政课讲好讲活。 

 

3. 项目工作思路与举措（包括项目研究思路、方法，不超过 1000字） 

第一，梳理出《思想道德与法治》该门课中的奋斗精神，具体如下： 

绪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第一章——人生目的、人生态度、人生价值 

第二章——用奋斗实现理想 

第三章——中国精神：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 



第四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 

第五章——中国革命道德的主要内容：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 

第二，讲清楚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底色。 

“天人交战”中的奋斗精神：改造世界的实践。夸父追日、后羿射日、嫦娥本月、精卫填海、

大禹治水、愚公移山。自我交战中的奋斗精神：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改造自身。铁杵磨针、凿壁偷

光、卧薪尝胆、悬梁刺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摩顶放

踵利天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第三，讲清楚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精神传统。 

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可以得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浴血奋战、百折不挠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自力更生、发愤图强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解放思想、锐意进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自信自强、守正创新 

第四，引出新时代的奋斗精神。 

十九大报告中，30 次提到“奋斗”。2018 年春节团拜会讲话中，22 次提到奋斗。2022 年春

节团拜会讲话中，19次提到奋斗。二十大报告，28次提到奋斗。再从习近平在 2018年春节团拜

会上的讲话引出新时代的奋斗精神如下： 

爱国奋斗——不狭隘 

艰苦奋斗——能吃苦 

创新奋斗——不蛮干 

团结奋斗——不单干 

永久奋斗——有理想 

第五，在“四史”中的寻找爱国奋斗、艰苦奋斗、创新奋斗、团结奋斗、永久奋斗的具体事

迹融入到《思想道德与法治》教学过程当中。 

尤其要将中国共产党党史作为重点融入，因为中国共产党党史就是一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

族谋复兴的奋斗史。一是，挖掘地方史与区域社会史中的“四史”资源。我们学校地处攀枝花，

攀枝花在三线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一部三线建设的缩影。因此，在讲述课程时，有意识地将

三线建设的一些历史文化资源融入“德法”课的讲授中，使学生加深对奋斗的理解，强化其国家

民族认同感。二是，挖掘影视作品中的“四史”资源。比如《觉醒年代》等优秀历史题材剧，把

教材上的历史知识与影视作品中的形象演绎结合起来，增强学生对“四史”的立体认知与情感共

鸣。三是挖掘时政热点中的“四史”资源。最后让学生们感受到：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是幸

福的。 

 



4. 项目创新点（不超过 600 字） 

本项目创新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三项： 

一是创新实践教学内容：深入研究党史，结合《思想道德与法治》教材内容，发掘和提炼切

合各章节重点内容和核心观点的党史素材，以党史素材为基础，设计实践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

能形成一套成体系的以党史为贯穿点的《思想道德与法治》实践教学教材。 

二是创新实践教学方式方法：深入调研现有实践教学中存在的突出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针对问题提出具有创新性的实践教学方法，教学方法设计重点拟突出广泛的参与性，以党史为抓

手，将党史教育融入实践环节，围绕重点教学内容，着力于打造感受型、体验型、践行型的实践

教学方式，落实学思悟、知信行的统一。 

三是通过项目研究，深入发掘本地党史教育资源，立足本地，打造特色化、长效性、示范性

的实践教育教学活动，形成具有一定品牌特色和区域示范性的党史教育项目。目前本地已有三线

建设博物馆、成昆铁路教育基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色旅游线路等具有本地特色、具有一

定影响力的党史教育基地。 

本项目拟在此基础上发掘、设计适合《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具有本土色彩的实践教育活

动，着力形成一至两项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品牌效应的实践项目。 

 

5．项目计划与预期成果（不超过 800字） 

（1）本课题分四个阶段进行。实验周期两年，具体步骤是： 

第一阶段：调查研究阶段（2022 年 12 月）成立课题组，制定课题研究方案。 

第二阶段：理论研究阶段（2022 年 12 月-2023 年 8 月）对相关文献及教材进行系统学习和

研究，组织参加本课题的教师开展以党史为重点的“四史”学习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的

实践研究，总结和初步探索,初步提出以党史为重点的“四史”学习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的

基本理念、结构及方法。重点探讨突出以党史为重点的“四史”学习与思想道德与法治的有机融

入及有效结合，营造情景交融、史实贯穿的良好课堂教学氛围。 

第三阶段：实践研究阶段（2023 年 8 月-2024 年 8 月）在学校部分班级中,全面实施以党史

为重点的“四史”学习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的教学实践。及时发现问题适当改进教学策

略,提炼以党史为重点的“四史”学习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的策略范例并撰写教学案例

集。同时及时总结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形成论文集,进一步指导下一步的研究。 

第四阶段:研究总结阶段(2024 年 8 月-2024 年 12 月)对实验工作及效果进行评价,整理课题研

究资料进行归因分析,撰写研究报告,做好结题准备工作。并积极推广和应用本课题的研究成果,

促进我校以党史为重点的“四史”学习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教学课堂的教学实践。 

（2）课题预期成果 

理论成果：相关教育理论应用于本课题研究应遵循的原则，形成以党史为重点的“四史”学

习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教学课堂的教学模式、教学策略。 

实践成果：论文、课件、教案、学生学习成果展示等。 

 



二．政策与经费保障 

1.政策保障 

学院有相关的配套政策，从课题立项到结项后的奖励，学院严格把关，一旦立项成功后即启

动相关的督促、奖励机制，依据就是《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省级教改项目验收办法》。 

2.经费保障 

一是思政建设经费，本课题是思政课题，按教育部（厅）的相关要求，生均 30 元可用于思

政方面的建设，这笔费用足够支撑课题的调研与研究。 

二是学院的投入，主要是学院的督促机制、奖励办法，成则奖励，调动了课题研究人员的积极性。 

三、所在单位意见 

 

本课题是为了适应教育部调整思政课而进行的可行性研究，也是为了提高思政课课堂吸引

力，项目负责人一直从事思政教学与研究，具有丰富的经验，团队成员有各专业各个年龄段的思

政课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相信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对其他院校思政课具有借鉴意义。学院从政策

保障、经费支持方面确保课题研究，所需资金足额准时到位，保证课题优质高效完成。 

 

                    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四、专家评审意见（推荐重点项目填写） 

 

经评审，专家组认为，以党史为重点的“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融什么的问题好解决，怎

么融的问题如何破题值得研究，该课题选题意义大，且具有推广价值，课题组成员具有这方面的

研究基础，各方面都满足申报条件。 

同意推荐申报一般项目。 

 

                   

专家组组长签字： 

组员签字：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