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杂系统视角下“四史”教育融入高校立德树人目标的逻辑体系

[摘 要] 高校立德树人是开放、动态的复杂育人系统。作为高校育人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需准确

把握“四史”教育融入高校立德树人的价值、理论和实践三重逻辑。在价值层面，“四史”教育融入高校

立德树人目标是应对新媒体时代风险挑战的紧迫需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客观需要、

推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守正创新的现实需要；在理论层面，“四史”教育融入高校立德树人目标兼具

整体性、协同性、适应性，在目标上高度契合、内容上同频共振、成效上相得益彰；在实践层面，通

过抓好思想引领的高度、制度创新的深度、主题实践的热度、实施保障的力度等“四度”，有效提升“四

史”教育在高校立德树人目标中的功能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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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学习宣传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作出

一系列重要论述。2021年5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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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建党百年之际开展“四史”宣传教育作出部署和安排。202

1年11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2021年本）》，明确提出“要重点围绕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宪法法律，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等设定课程模块，开设系

列选择性必修课程”[1]

。至此，“四史”学习教育全面纳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体系，成为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重要内容。

复杂系统理论源自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20世纪90年代后运用到语言学、社会学等

研究，被誉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典型的未来方法”。复杂系统理论认为，世界是由不同要素构成的多层

次复杂系统，“系统和系统之间、系统与要素之间、要素与要素之间的作用关系不仅仅只是互相的因果

关系，而是由广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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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随机概然性和因果决定性三种作用机制共

同构成的”[2]

。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将研究对象视为一个复杂系统，“分析其内部结构和功能，研究系统、要素、环

境等之间的相互

作用关系，从而调整系统结构，

优化要素关系，使系统整体达到最优”[3]

。从复杂系统理论的视角来考察，高校立德树人具有要素多、层次多和环境复杂等特点，是一个在多

种要素相互影响和协同推动下形成的复杂育人系统。本文结合复杂系统理论分析“四史”教育融入高校

立德树人的价值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对于系统把握“四史”教育的规律特点，深入推动学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具有

重要意义。

一、“四史”教育融入高校立德树人目标的价值逻辑

作为高度组织化的重要教育机构，高校承担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大使命。以复杂系统理论的

视角来理解，高校立德树人是开放、动态的有机育人系统，其系统演进和发展是由环境、功能和要素

三者共同决定的，“四史”教育融入高校立德树人目标的价值逻辑也在于此。

（一）环境：应对互联网时代国内外风险挑战的紧迫需要

一般认为，复杂系统的演化高度依赖于外部环境，“四史”教育融入高校立德树人系统并发挥作用便是

以环境为基本条件的。高校所处的环境既构成了立德树人系统内相互作用的应用场景，也很大程度上

规定了育人系统内各要素相互作用的范围和方式。从外部环境来看，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国际竞争日益尖锐复杂，各种思想观念交流交锋频繁，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异常激烈，各种思潮

及价值观念通过新媒体的渗透，方式更加隐蔽、形式更加多样，高校处在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严峻挑战。再加上互联网时代的虚拟性、隐匿性、开放性特点，使得青年学

生在享受新媒体带来的“言论自由”和信息知情权的同时，更容易受历史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

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不良思想的侵袭。在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通过充分发掘“四史”

教育资源的育人功能，让青年学生深入了解和感受革命先辈们所经历的艰难困苦、血与火的磨难，从

新旧对比中深刻体会当前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将显著增强广大青年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从而帮助大学生进一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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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政治立场、坚定理想信念，有效抵御各种不良思想的侵袭。

（二）功能：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客观需要

功能是指事物或方法所发挥的有利作用。作为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立德树人的系统功

能即在于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在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下，处于开放教育系统中的“立德

”“树人”呈现出一种动态平衡状态。这使得高校育人系统结构虽然不断发生变化，但依然能够在与外界

的能量、信息交换中保持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当代大学生所处的时代环境下，新媒体与生俱来

的海量信息承载、碎片化信息传播、虚拟化信息传播环境等特点，给青年学生打开了一个各种信息纷

至沓来、令人应接不暇的多彩世界，不断冲击着大学生的思想观念、思维和行为模式。“四史”的历史

文化属性正好契合青年学生喜欢寻根溯源、了解社会真实面貌，以及满足好奇心、求胜心等方面的显

性与隐性需求，具有区别于其他历史教育资源的独特优势。面对多元文化迅速渗透的传播环境，“四史

”借助互联网、手机、移动电视、桌面视窗等传播载体，通过交互式、即时性的信息传播渠道，可以极

大增强宣传教育效果，帮助高校更好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与作风

，使党史、国情知识自然内化为青年学生的思想基因，更好地赓续红色血脉、传承革命文化，努力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要素：推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守正创新的现实需要

复杂系统具有要素复杂、层次复杂、关系复杂等特点，系统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系统存在的内在依

据，也是构成系统演化的根本动力。对于高校立德树人系统而言，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

育方式、教育目标等核心要素，在动态协同中形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综合育人系统。在这些系统要素

中，作为教育方式呈现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2020年12月，中共中

央宣传部、教育部印发了《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教材〔2020〕6号），

要求各高校结合本校实际，统筹校内通识类课程，开设“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

史”选择性必修课程。“四史”资源作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所积淀的精华，既继承了

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又融合了以革命精神为代表的红色革命文化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代

表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蕴含着共产党人的政治理想、爱国情怀、崇高品质、思想观念和道德诉求，

是深化青年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认同、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的“教科书”和“营养

剂”，具有精神引领、文化传承和思想教育的重要价值。在高校立德树人系统中，将“四史”资源充分运

用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通过“四史”教育与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可以促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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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重组形成一个更大、更高等级的综合系统，从而推动高校立德树人整体系统的进一步优化。因此，

将“四史”教育融入立德树人是推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守正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四史”教育融入高校立德树人目标的理论逻辑

结合复杂系统理论，高校立德树人是由育人主体、育人制度、育人内容、育人方式和育人环境等相互

关联、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多个要素组成，整体性、协同性、适应性等是该系统的基本特征。“四史

”教育融入高校立德树人也是一个开放、动态的复杂系统，上位政策、制度建设、教学资源、人力资源

、模式创新和技术更新等不断输入系统，通过系统内各要素相互作用、密切互动，有效释放高校立德

树人潜能，持续输出育人成果并不断反馈，从而促进育人系统的自我调整、适应与完善，以期达到“1

+1>2”的体系化效果。

（一）整体性：“四史”教育与高校立德树人的目标高度契合

西方系统行政组织学说代表人物切斯特·巴纳德（Chester I. Barnard）认为，“组织是一个由协作意愿

、共同目标和信息交流这三个相互关联的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组织和组织中的所有成员都是寻求取

得平衡即达到稳定状态的系统”[4]

。只有当目标成为组织成员矢志坚守，并朝之不懈奋斗的共同目的时，这个目标才能成为协作系统的

基础。高校立德树人始终围绕着“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条主线展开，该系统的主

要目标在于培养思想素质过硬、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思

想素质过硬主要是指青年学生能够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理想信念

坚定主要是指青年学生能够保持激昂的斗志来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则

主要强调青年学生必须具有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备的综合素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

届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5]。“四史”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

发展，是革命先烈光荣历史和精神信仰的见证，蕴含着丰富的精神财富和思想内涵。通过开展“四史”

学习教育，有利于将共产党人的政治情怀、革命精神、道德诉求等优秀品质传导给青年学生，帮助广

大青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进一步坚定政治立场和政治信仰，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

走。

（二）协同性：“四史”教育与高校立德树人的内容同频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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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是指系统在整体发展运行过程中，各元素之间协调、协作形成拉动效应，推动其共同前进，最终

使个个获益、整体加强，向积极方向发展的属性。高校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主阵地，直接关系

到中国的前途命运和未来发展，故高校立德树人系统中各要素必须紧密协同、互相增强。习近平总书

记在给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队员的回信中指出：“希望广大党员特别是

青年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在学

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努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6]

作为高校立德树人系统的提供者，“四史”资源极为丰富：从时间上看，包括了世界社会主义500多年、

科学社会主义170多年、中国共产党探索推进社会主义事业100年的伟大历史进程；从地域上看，包括

了中国、西欧、东欧和苏俄等多个国家及地区；从内容来看，包括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与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

；从形式来看，包括了文献、图册、照片、实物、音像制品、影视作品、革命遗迹、历史陈列等。这

些资源既融汇了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理想、集体主义观念、自我牺牲的奉献精神等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又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展现了优秀共产党人的良好道德情操与崇高品格。

高校将这些资源融合到思想政治教育当中，不仅丰富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素材内容和载体形式，而

且变革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创新模式，对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适应性：“四史”教育与高校立德树人的成效相得益彰

适应性原本是一个生态学术语，指生物体与环境相适合的现象。这里的适应性是指系统在外部环境等

压力下，对无序与有序、平衡与非平衡相互转化的动态变化表现出一种相适应的性能。进入新时代，

高校在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及难点就是如何主动适应新形势新变化

新要求，以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性、实践性。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师座谈会上强调，“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要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

针对性。”“要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用科学理论培养人，重视思政课的实践性，把思政小课堂

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教育引导学生立

鸿鹄志，做奋斗者”[7]

。“四史”作为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既是共产党人在

历经千辛万苦、排除艰难险阻的过程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生动写照，又全面融入了丰富的革命精

神和先进的革命思想，呈现出与时俱进、生动形象、贴近现实、直观厚重等特点，具有极强的实践性

、指导性。将“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能开拓思想政治教育视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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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激发青年学生学习的热情和兴趣，而且能集爱国教育、红色教育、品德教育、发展教育于一体

，切实教育引导青年学子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进一步提高立德树人的实效性。

三、“四史”教育融入高校立德树人目标的实践逻辑

透过复杂系统的理论镜像，在高校立德树人系统多层次结构的驱动下，我们看到的“四史”教育不再是

一个简单、线性的教育与被教育的过程，“四史”教育融入高校立德树人也成为一个非线性的、自适应

的、多种要素相互作用的复杂育人系统。在这一复杂系统中，“四史”教育的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

内容、教育方式、教育目标等要素又各自构成了次一层级的主体系统，这些主体系统及其要素之间相

互作用、相互推动，动态呈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而且各主体各要素的每一个变量又会反

馈到整体学习效果上。具体到“四史”教育的实践层面，当前“四史”教育各系统处在动态平衡的构建过

程之中，“四史”教育融入高校立德树人既有正变量也有负变量，需要我们实事求是地分析和梳理。

（一）推动“四史”教育走深走实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一是教育方式上单向传授占主导。以目前高校普遍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为例，无论是专题学习还是讲

座培训，大多数高校的党史学习教育都是以专家讲、老师说、学生听为主，这种以单向传授为主的被

动式教育教学方法，已难以适应新时代开放、互动的教育环境和格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

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要遵

循思想政

治工作规律，遵循

教书育人规律，遵循学生成长规律，

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8]

这就要求高校思政工作队伍，尤其是思政理论课教师要遵循新时代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充

分激发青年学子积极学习包括党史在内的“四史”的热情，及时进行合理科学的引导，引导其真正理解

、感悟“四史”的丰富内涵。当然，开展“四史”学习教育的方式多种多样，关键是要讲清楚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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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明理”“增信”“崇德”“力行”。

二是教育组织上集中教学相对偏多。在高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探索实践过程中，从党委读书班到主

题宣讲，从专题培训到现场教学，党史学习教育均是以集中教学为主，再辅以一定范围的自主分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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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这种集中式的教学组织形式能够在活动初期起到快速动员的作用，在较短时间内就能掀起学习宣

传的高潮，但如何持续推进还需要进一步努力。2020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制定印发了《

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明确规定“大学阶段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必修课程

和选择性必修课程”，要求“确保学生

至少从‘四史’中选修1门课程”[9]

。从高校教学安排来看，大学阶段组织“四史”集中教学的学时相对有限，要想切实加强青年学生的“四

史”学习教育，必须利用好“第一课堂”之外的零散时间，尤其是要借助校园各级各类新媒体平台，扩大

“四史”的传播力、影响力，使大学生能够持久地浸润在“四史”的学习环境当中，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思

想熏陶和革命教育，从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

三是教育渠道上多方协同不够。在复杂系统理论看来，高校立德树人系统内同时存在着主体、客体、

内容、方式等诸多要素，它们各司其责、相互协同、共同维护着系统的演进发展。当系统处于震荡或

不平衡状态时，要想在系统内实现新的有序结构，必须发挥有序变量在系统中的主导作用，通过有序

变量对其他变量进行系统集成，从而使系统整体上趋于持久稳定。“四史”教育涉及教师、学习者、家

庭、社会、教学设计、教学技术和教学环境等既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多种变量，这种结构决定着“四

史”教育必须超脱以学校为中心的传统教育模式，选择采用更加多元化的教育渠道。首先，高校内部要

加强力量整合，充分发挥思政课教师、思政工作队伍、团学骨干等关键群体的重要作用，通过推进“思

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建设、开辟“四史”教育专栏、选树身边典型人物、举办学习交流活动等，在学校

内部形成协同机制；其次，高校与高校之间要合理调配教育资源，积极共享“四史”教育资源和教学经

验，搭建“四史”教育线上平台，打造“四史”教育网络金课；再次，学校与家庭之间应加强联系沟通，

统一思想认识，开展家校共育，共同促进教育目标的实现；最后，学校要加强与社会力量的协同，开

展“四史”主题的实地调研、教学实践等活动，尤其是加强与社会媒体的合作，借助校外媒体平台的影

响力，传播正确的“四史”知识和思想观念。

（二）“四史”教育融入高校立德树人工作的实现路径

立德树人是高校的根本任务，“四史”教育是立德树人的重要内容。借助“四史”教育实现高校立德树人

的目标，需要从思想引领、制度创新、主题实践、实施保障等方面着手，进一步提升“四史”教育的高

度、深度、热度、力度“四度”，通过“四度”联动全面提升“四史”教育在高校立德树人中的功能效用，切

实发挥“四史”教育帮助青年学生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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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坚持理论武装，以思想引领提升“四史”教育融入立德树人的高度。“四史”教育要坚持马克思主义

历史观，坚持运用历史的观点、实践的观点、唯物辩证的观点，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

、主流和本质，以中国共产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重要决议和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

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为依据，引导广大师生尤其是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党

史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严格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把线上

的舆论引导和线下的育人工作有机结合，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坚决抵制歪曲和丑化党的历

史的各种错误倾向，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建设良好网络生态。作为开展“四史”教育的主体，高校党建

和思政工作队伍、思政理论课教师要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要深化理论思考，深入研学阐释“四史”

精神，探索研究“四史”资源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和方式，不断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和

水平，既能满足大学生的知识文化需求和内心情感追求，又要做到以理服人，引导青年学生自觉树立

正确的价值取向和唯物史观。

二要完善工作体系，以制度创新拓展“四史”教育融入立德树人的深度。深入推进高校教育教学体制改

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加快构建、持续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深化“三全育人”综合改革，拓

展“五个思政”建设成果，针对性地制订“四史”教育项目化台账清单，切实增强思想政治工作合力。高

校教务部门要针对新时代信息传播特点，构建全面系统的“四史”学习教育内容体系，面向全体学生开

设“中国共产党历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选择性必修课程，开设《中国共产党革

命精神》《伟大抗疫精神》《伟大建党精神》等线上线下混合课程；马克思主义学院及思政理论课教

研室要以“思政课程”建设为切入点，办好思政理论课关键课程，做好“四史”主题的教学教研和课程设

计，持续推进“四史”学习教育进课堂进讲坛进头脑；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做好“四史”学习教育各项工作

，结合思政课教学、学生党校、主题党日、文明创建、教育培训等，面向青年学生开展“四史”专题宣

讲，讲授“四史”思政通识课，延伸“四史”学习教育触手，引导广大青年学生知史爱党、知史爱国，更

好地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坚定正确方向。

三要优化教育路径，以主题实践增强“四史”教育融入立德树人的热度。以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等

为契机，推动“四史”教育“理论+实践”的融合创新，在传统的授课、讲座、征文、知识竞赛等形式的基

础上，线上搭建网络教学、情景表演、虚拟体验等平台，制作发布“四史”主题快闪MV、短视频、微视

频等，增强“四史”教育的立体感、吸引力和感染力。同时，将“四史”教育与“高雅艺术进校园”相结合，

积极创造条件邀请国家、省市歌剧舞剧团队来校展演红色经典歌舞剧、音乐剧等，多形式举办“四史”

艺术作品展、文艺展演和大学生红歌赛、舞蹈大赛、音乐会。以青年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组织“四史

”主题的现场教学、社会实践、影视展播活动，邀请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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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讲党史党课，多形式组织就近就便到革命遗址、建设旧址、纪念场馆、烈士陵园开展现场教学，增

强学习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亲和力，教育引导青年学生知党史、听党话、跟党走。充分发挥马克

思主义学科优势，组织“四史”专家参加马克思主义学者下基层宣讲行动，面向基层干部群众开展宣讲

，切实推动“四史”教育进机关、进基层、进头脑，不断扩大“四史”教育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四要加强组织领导，以实施保障强化“四史”教育融入立德树人的力度。高校党委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和工作指导，全面统筹各领域、各环节、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加强体制机制、队伍建设、条件保障

等方面的系统设计，将“四史”教育纳入年度工作要点和思政工作计划，明确路线图、时间表、责任人

，定期分析四史”教育开展情况，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协调推进重点任务落实。结合复杂育人

系统的特点，建立多元多层、科学有效的“四史”教育评估指标体系，完善教学评价、教学研究和支持

资助相结合的实施机制；充分发挥群团组织力量，分层分类开展“四史”学习专题教育培训，主动邀请

党史专家来校举办专题辅导报告和辅导讲座，建立健全“四史”教育融入立德树人的体制机制。强化“四

史”教育工作督导考核，采取现场观摩、随机走访、调研访谈、查阅资料、听取汇报、列席旁听等方式

，督促检查二级党组织“四史”教育开展情况，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好“四史”教育各项任务，强化使命担

当，凝聚发展共识，形成发展合力。

在复杂系统视角下，高校立德树人系统的开放性、动态性强，系统内层级多、要素多、变量多，需要

把育人系统真正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深入研究并把握它的结构、功能以及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促进各

系统各要素与外部的能量、信息交换，增强正向协同，管控负向牵引，推动系统结构向有序平衡的方

向转化，最终实现系统整体功能的优化。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和思政理论课教师要紧跟时代、把握大

势，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真正练就驾驭现代理论的过硬本领，不断提高应对复杂系统形态的适应能

力，持续推进“四史”教育走深走实、入脑入心，让更多青年学生从“四史”学习教育中汲取营养、凝聚

力量，努力成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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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lex Systems, the "Four Histories" Education is Integrated into the

Logical System of the Goal of Morality and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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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I Guangxing

 

Abstrac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ide and cultivate people is an open and dynamic complex

education system.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is

necessary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three-fold logic of the valu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grating

"four history" education into moral cultiv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n the value level, the

goal of integrating "Four History" education int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to meet the urgent

needs of the risks and challenges of the new media era, the objective needs of cultivating

newcomers in the era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the practical needs of promoting the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the integration of the "four histories" education int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the goal of

build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with integrity, synergy, and adaptability. The "four

degrees", such as the height of thought leadership, the depth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he

popularity of thematic practice, and the strength of implementation guarantees,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function and utility of the "four history" education in the goal of establish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words: complex system theory; cultivating morality; education of "four historie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收稿日期] 2022-02-08

[作者简介] 蔡光兴（1964-），男，湖北武汉人，湖北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

从事党建与思想政治，数学、信息与编码、密码学等研究。

                            ?? 11 / 12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 12 / 12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