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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课培育当代大学生正确历史观的路径研究
——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为例

黄中华

（湛江科技学院，广东 湛江 524088）

摘要：《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培育大学生正确历史观的重要课程之一，也是培育大学生家国情怀、文化认同感、政治认同感的重要载体，

在思政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为例，分析了该课程培育学生正确历史观的价值，明确了培育学生正

确历史观的教学原则，提出了完善课程教学顶层设计、积极开展案例教学、巧妙融入时政新闻和积极组织思政教育实践活动的策略，以

期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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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式现代化稳步推进，

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步伐不断加快，但是也

面临着诸多挑战，例如复杂的国际环境、西方文化入侵等问题。

高校作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摇篮，要积极培育

勇于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让青年大学生肩负起建设中

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基于此，高校思政教师要

贯彻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育理念，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为切入点，积极培育大学生正确历史观，让他们意识到自己肩负

的历史使命，激励他们为实现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提高他们社

会责任感。

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培育大学生正确历史观的价

值

（一）引导大学生抵制历史虚无主义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以下简称“纲要”）有利于引

导学生深入学习中国近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共党史，帮

助他们辩证看待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发展规律，有利于让

他们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提高他们道德素养。同时，“纲要”

课程有利于帮助学生认清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和危害，让他们坚

定政治立场，自觉抵制西方“糖衣炮弹”，让他们坚决抵制历史

虚无主义，让他们主动肩负起民族复兴的使命。

（二）增强大学生责任担当意识

正确的历史观有利于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中国近现代史，让

他们了解可歌可泣的中国近现代抗争史，有利于增强他们责任担

当意识，激励学生树立勿忘历史、吾辈自强的信念。“纲要”课

程是衔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桥梁，有利于帮助大学生了解中国

近现代史主线、历史规律，让他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激励他们

继承先辈们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和脚踏实地的精神。

（三）提高大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互联网 +”时代下，西方个人英雄主义、享乐主义、自由

主义悄然渗透中国社交媒体，导致部分学生出现了崇洋媚外、否

定传统文化的问题。“纲要”课程有利于帮助学生辩证看待外来

文化，让他们辩证看待中国近现代史，培育他们马克思主义唯物

史观，进一步提高他们明辨是非的能力，让他们树立正确的历史

思维观，帮助他们以史为鉴、鉴古知今，从而提高大学生解决问

题的能力，促进他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培育大学生正确历史观的原

则

（一）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

“纲要”课程展现了中华民族近现代以来的屈辱历史、抗争

史，引领学生正确认知世界、了解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帮助他们

正确历史、理解历史，从而让他们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历史思维观，

体现了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的原则。同时，思政教师要立足“纲

要”课程特点，带领学生深度研究中国近现代史重大历史事件、

历史人物，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民族精神，提高学生道

德素养，发挥出课程育人价值，培育学生正确历史观。

（二）坚持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的原则

“纲要”课程教学既要对学生进行正面教育，又要进行反面

批判教育，把中国近现代史和当下时政热点衔接起来，对学生关

注的热点问题进行讲解，引导他们对错误观点进行批判，体现建

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的原则。例如教师在讲解抗美援朝战争史，

可以讲解新中国成立背景、抗美援朝原因和历史意义，引导学生

分析某网红恶搞“冰雕连”英烈被行政处罚的新闻，让他们警惕

历史虚无主义，激励他们坚决举报类似网络不当言论、批判和制

止他人错误行为，提高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他们正确历史观。

（三）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的原则

大学生历史观培育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潜移默化中引导

学生学习唯物史观，提高他们道德素养。因此，思政教师要坚持

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原则，既要为学生深入讲解唯物史观基

本原理、中国近现代历史，指导他们利用历史思维、正确历史观

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提高他们民族自豪感；又要通过思政

教育实践活动培育学生正确历史观，例如参观红色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为烈士陵园敬献花圈等活动，让学生赓续红色血脉，从而

提高思政课教学和育人质量。

三、《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培育大学生正确历史观的路径

（一）完善课程顶层设计，渗透历史观教育

高校思政课教师要重视学生正确历史观培育，以《中国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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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史纲要》为突破口，引导学生探索中国近现代历史，引导他们

辩证看待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加深他们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解。

首先，教师要优化“纲要”课程顶层设计，明确课程教学目标、

育人目标、教学过程、教学评价等细节，统筹课程教学资源，稳

步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提高学生道德素养，发挥出课程德育教育

价值。例如教师可以分为历史规律、民主革命、党史教育、传统

文化、红色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模块开展教学，以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为课程教学目标，坚持辩证统一、理论与实践结

合的教学原则，积极培育学生正确历史观，增强他们政治认同感

和文化自信。其次，教师要明确“纲要”课程教学目标、教学过程，

聚焦学生唯物主义历史观、历史功能观培养，引导学生探究中国

人民抗击西方侵略、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让他们了解历史变迁、中国历史发

展规律，全面渗透历史观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历史观。总之，

思政教师要积极培育学生正确历史观，端正他们对中国近现代史

的态度，厚植他们家国情怀。

（二）积极开展案例教学，创新课堂教学方式

教师要积极创新课堂教学方法，根据教学内容筛选案例，精

心设计案例教学方案，引导学生深度分析案例，提高他们自主学

习能力。例如教师在讲解《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一课时，可以搜集当年爱国青年街头抗议游行、爱国演讲的图片

和新闻报道，把这些作为教学案例，引导学生探究五四运动爆发

的原因、对历史的影响，鼓励他们自主对教材知识点进行提炼和

分析，帮助他们辨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概念，鼓励他们各抒己见、

明辨是非，从而培养他们正确历史观。通过五四运动案例，学生

可以明确五四运动爆发历史背景，当时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

国的中国，在巴黎和会后却继续被日本继续侵占山东，北洋军阀

却准备接受这一不平等条约，引起了爱国大学生的强烈抗议。有

的学生认为五四运动证明了“弱国无外交”，爱国青年大学生掀

起了反对巴黎和会的抗议游行活动，展现了中国青年忧国忧民、

不怕牺牲的爱国精神。同时，教师要对学生案例分析结果、过程

进行点评，肯定他们的个性化解读，指出他们案例分析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从而提高他们明辨是非的能力，让他们树立正确历史

观。

（三）巧妙融入时政新闻，培育学生正确历史观

“互联网 +”时代下，西方不良媒体渲染中国威胁论、不承

认侵略中国的历史，对大学生三观造成了冲击。基于此，高校思

政教师要积极搜集热点新闻，对中国近现代史进行深入讲解，让

学生了解百年屈辱抗争历史，让学生树立勿忘国耻、吾辈自强的

坚定理想信念。例如教师在讲解《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这一单

元时，可以导入寒风中哈尔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旧址排起长

队的短视频，展现中国人民对先烈们的崇敬、对遇难同胞的哀悼，

以及对日本否认侵华历史的愤慨，赞美中国人民不忘历史、致敬

革命先烈的爱国情。第一，这样的时政新闻不仅可以对教材内容

进行拓展，还更容易激发学生爱国热情，让他们自觉抵制历史虚

无主义、辨析西方媒体和日本媒体对侵华战争的不实报道，从而

培育学生正确历史观。第二，教师要为学生讲解抗日战争的历史

影响、给青年大学生带来的启示，引导他们正视抗日战争，了解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过的十四年抗争历史，弘扬中国人民

保家卫国、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不怕牺牲的爱国精神，激励学

生继承先辈们的爱国精神，让他们树立报效祖国的远大志向。

（四）组织思政教育实践活动，提高学生道德素养

思政教师要组织不同主题实践教育活动，通过实践活动培育

学生正确历史观，从而提高学生思政课参与感和获得感。第一，

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参观当地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他们了解

抗战历史、革命英雄先进事迹，让他们切身感受红色文化内涵，

从而增强他们爱国热情。例如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参与烈士陵园祭

扫活动，让他们跟随讲解员了解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故事、革命

英雄先进事迹，让他们参观烈士遗物和家书，让他们接受爱国主

义、红色文化教育熏陶，提高大学生爱国热情。第二，教师可以

组织学生观看《长津湖》电影，让他们了解志愿军战士不怕牺牲、

誓死守护边境线的爱国精神，让他们了解极寒天气下志愿军战士

们为了不暴露目标、阻击敌人，在冰天雪地中成为一座座“冰雕”，

激发学生爱国热情。通过观影活动，学生可以了解抗美援朝背景，

了解志愿军战士的伟大，更体会到如今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树

立正确历史观，自觉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在培育大学生正确历史观

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利于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高校思政课教师要多渠道培养学生正确历史观，

完善课程顶层设计，渗透历史观教育，引导他们辩证分析近现代

史重大历史事件，培养他们唯物史观；积极开展案例教学，创新

课堂教学方式，加深学生对近现代史的了解，培育他们家国情怀，

提高思政育人效果。同时，教师还要巧妙融入时政新闻，培育学

生正确历史观；组织思政教育实践活动，引导新时代大学生树立

正确的历史观，让他们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自觉，提高课程

教学和育人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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