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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培育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近现

代史纲要”课程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基础课程之一，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战略任务在育人功能与内容上内在契合，这使得该课程在培育大学生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但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课程教学之中，当前仍然面临一些现实困难。要充分发挥该课程教学对于

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作用，就必须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的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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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一 个 民 族、一 个 国 家 来 说，最 持 久、

最深层的 力 量 是 全 社 会 共 同 认 可 的 核 心 价

值观。”［１］“如 果 一 个 民 族、一 个 国 家 没 有 共

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

个民族、这 个 国 家 就 无 法 前 进。”［１］“培 育 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战略任务。”［２］而“中国的未来属于

青年，中 华 民 族 的 未 来 也 属 于 青 年”［３］，“青

年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

时期的价 值 观 养 成 十 分 重 要”［１］。因 此，培

育青年大 学 生 的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是 培

育和践行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战 略 任 务 的

重要内容，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 课 是 培 育 青 年 大 学 生 社 会 主 义 核

心价值观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承担着培育青

年大学生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的 历 史 使 命

和重大 职 责。“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课 程 作

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基础课程之一，肩

负着培育 青 年 大 学 生 的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的使命与职责。

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

教学特点及其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内在契合性

　　在培 育 大 学 生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的

过程中，“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在育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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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与教学内容设置上具有自身特点，并与培

育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的 战 略 任 务 内 在

契合。
“历史 的 科 学 性”与“历 史 功 能 的 政 治

性”是“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课 程 的 两 个 特

性。“历史 的 科 学 性”是 指 该 课 程 是 一 门 属

于社会科 学 的 历 史 科 学；“历 史 功 能 的 政 治

性”是指 该 课 程 具 有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功 能，这

一特性决 定 了 该 课 程 不 同 于 一 般 的 历 史 课

程，不能仅仅讲授或叙述历史知识和历史过

程，其教学活动也非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的

过程，而是 有 着 明 确 的 价 值 取 向 的。“中 国

近现代史 纲 要”课 程 的 这 两 个 特 性，就 决 定

了该课程具有导向和借鉴功能。具体来说，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导向功能，就是

要通过对历史知识和历史过程的讲解，使大

学生了解 国 史、国 情，并 基 于 此 培 育 大 学 生

的国家、民族自豪感与政治、文化认同感，引

导大学生 更 加 科 学 地 认 识 中 国 的 来 处 与 去

处，关注中国现实的政治核心问题。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在于社会主义，即我们

的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它隶属

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 服 务 的。由 此 可 见，“中 国 近 现

代史纲要”课程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有着相同的价值目标与育人功能。例如，要

培育青年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

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而反对历

史虚无主义，正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

教学的职责所在。

在教学 内 容 上，虽 然“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课程 教 学 内 容 的 历 史 时 间 跨 度 大、内 容

丰富，但中国近现代史有明确的两大历史主

题和三条历 史 主 线。两 大 历 史 主 题 是 争 取

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

人民共同 富 裕。［４］三 条 历 史 主 线 包 括：中 国

仁人志士 和 中 国 人 民 为 救 亡 图 存 而 英 勇 奋

斗、艰苦探 索 的 历 史；中 国 人 民 在 中 国 共 产

党的领导下进行艰苦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

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中国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社会主义

革命、建设 和 改 革，把 一 个 极 度 贫 弱 的 旧 中

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

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这是“中国

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主要内容。党的十八

大报告 提 出 倡 导 富 强、民 主、文 明、和 谐，倡

导自由、平 等、公 正、法 治，倡 导 爱 国、敬 业、

诚信、友 善，是 分 别 从 国 家、社 会、公 民 三 个

层面对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进 行 的 理 论 概

括。从“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课 程 的 教 学 内

容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来看，

二者具有内 在 的 契 合 性。中 国 近 现 代 史 是

一部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

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建设的正是“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中国近现代史

是一部中国人民追求社会自由、平等、公正、

法治的历史，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

建设的 正 是“自 由、平 等、公 正、法 治”的 社

会；肩负起 争 取 中 华 民 族 独 立 和 人 民 解 放，

实现中国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实现中国社

会自由、平 等、公 正、法 治 的 历 史 使 命 的，正

是千 千 万 万 个 具 有“爱 国、敬 业、诚 信、友

善”品格的中国 人，而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所倡 导 培 养 的 正 是“爱 国、敬 业、诚 信、友

善”的中国公 民。可 以 说，中 国 近 现 代 史 是

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 观 形 成 的 历 史 背 景 和 重

要来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国共产

党和近现 代 中 国 人 民 在 价 值 领 域 不 懈 追 求

的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与总结，一部中国近

现代史也 是 一 部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的 形

成史。
“中国近现 代 史 纲 要”课 程 在 育 人 功 能

与教学内容上的独特优势，使得该课程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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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政治理论课的其他基础课程相比，在培育

大学生社会主义 核 心 价 值 观 方 面 具 有 了 独

特优 势。这 种 优 势 主 要 体 现 在 三 个 方 面：

第一，在培育大 学 生 的 民 族 精 神、塑 造 大 学

生的 国 家 认 同 感 方 面 有 着 得 天 独 厚 的 优

势；第二，对于凝聚大学生的社会共识、促使

大学生追 求 公 正 和 法 治 有 着 不 可 替 代 的 作

用；第三，对 于 培 育 和 提 高 大 学 生 的 个 人 修

养、增强大学生的公民意识具有至关重要的

作用。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

教学的现实困难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课 程 教 学 在 培 育

大学生的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方 面 有 着 独

特的优 势，但 把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融 入

“中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课 程 教 学，或 者 说 在

“中国近 现 代 史 纲 要”课 程 教 学 中 讲 授 或 者

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仍存

在一些现实困难。

其一，当 前 还 存 在 部 分 大 学 生 对“中 国

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认同度不高以及不认同

该课程的价值观培育功能等问题。“中国近

现代史纲 要”课 程 是 中 宣 部、教 育 部 实 施 高

校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新 方 案 的 第 二 门 重 要 课

程，具有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历史课的双重性

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该课程的核心任务

和目标是 培 育 大 学 生 的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让大学生在课程教学中真正领会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并自觉遵守它对大学

生的价值 约 束 与 行 为 要 求。但 从 当 前 形 势

来看，部分大学生并不完全认同“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课程教 学。相 关 调 查 显 示，“６２．６％
的大学生 认 为 学 校 开 设 的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

教学与 学 生 实 际 脱 节”［５］；某 高 校 书 院 的 相

关调查显 示，“在 大 学 生 认 为 无 用 的 思 想 政

治理论课中，‘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排在

第二 位”［６］。也 就 是 说，部 分 大 学 生 认 为，
“中国近 现 代 史 纲 要”课 程 等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与学生 的 实 际 相 脱 节，并 无 多 大 用 处，这

反映出该课程针对性不强的问题。此外，部

分大学生 也 不 认 同“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等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对价值观培育的作用。

据相关调 查 数 据，“５２．５％的 大 学 生 认 为 马

克思主义 理 论 课 程 对 大 学 生 树 立 科 学 的 世

界 观、人 生 观、价 值 观 没 有 帮 助 或 帮 助 不

大”［５］。也就是说，部分大学生对“中国近现

代史纲要”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的价值观

培育作用并不十分认同，这反映出该课程实

效性弱的问题。

其 二，国 内 历 史 虚 无 主 义 思 潮 泛 滥 对

“中国近 现 代 史 纲 要”课 程 教 学 培 育 大 学 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和“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课 程“四 个 选 择”（历 史 和 人 民 为 什

么选择了 中 国 共 产 党、选 择 了 马 克 思 主 义、

选择了社 会 主 义、选 择 了 改 革 开 放）的 教 学

宗旨构成 了 严 峻 挑 战，在 客 观 上 消 解 了“中

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培育大学生社会

主义核心价 值 观 的 作 用。历 史 虚 无 主 义 在

我国泛起，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告别革命论”

的提 出 为 标 志，至 今 有 愈 演 愈 烈 之 势。在

《人民论坛》评选的２０１５年值得关注的十大

思潮中，历史虚无主义排第二位。历史虚无

主义的主要攻击对象是中国近现代史，该思

潮打着“还原历史”“重新审视历史”的旗号，

否定鸦片战争以来民主主义革命史，否定中

国革命，主张告别革命，认为革命是一部“不

断地杀人、轮回地杀人的历史”，正是因为选

择了革命，才 使 近 代 中 国 走 向 了“令 人 叹 息

的百年疯 狂 与 幼 稚”；否 定 中 国 共 产 党 领 导

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地位和历史作用，以一些道听途说或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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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有的“史料”，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

军队在抗 日 战 争 中 的 中 流 砥 柱 作 用；以“大

炼钢 铁”否 定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领 导，以“大 跃

进”否定 在 战 争 中 成 长 起 来 的 中 国 共 产 党，

认为其 并 不 具 备 领 导 经 济 建 设 的 能 力，等

等；否定 改 革 开 放 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道

路。历史虚无 主 义 思 潮 用 一 些 似 是 而 非 的

论证否 定 既 有 的 历 史 结 论，并 借 助 影 视 作

品、学术活动以及微博、微信等传播方式，利

用大学生猎奇求新的心理，造成大学生认识

上的模糊以及思想上的混乱，使他们对中国

近代以来民主革命的必然性、必要性和正当

性提出质 疑，进 而 从 历 史 根 源 上 对“四 个 选

择”提出 质 疑，对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提 出

质疑，在客观上消解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课程教学 培 育 大 学 生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的作用。因此，“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必

须从历史 维 度 出 发，以 史 实 为 依 据，在 课 程

教学 中 对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进 行 科 学

论证。

其三，西 方 敌 对 势 力 的 意 识 形 态 渗 透，

尤其是宗 教 渗 透，同 样 在 客 观 上 消 解 了“中

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培育大学生社会

主义核心价 值 观 的 作 用。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立后，西方敌对势力从未放弃对我国进行

意识形态渗透。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

西方敌对势力凭借其舆论优势和文化霸权，

加紧对我 国 实 施 以 所 谓“普 世 价 值”为 核 心

的意识形 态 渗 透。根 据《人 民 日 报》的 相 关

调查，“普世价值”论在大学生中依然占有一

定的市场。西 方 敌 对 势 力 通 过 互 联 网 向 我

国大学生 提 供 免 费 下 载 的 影 视 作 品 及 西 方

大学的免 费 公 开 课 程，这 些 影 视 作 品、公 开

课程尤其是人文社科类的公开课程，在为我

国大学生提供学习和休闲资源、传播知识的

同时，也广泛地传播了西方自由、民主、人权

等所谓 的“普 世 价 值”。在 西 方 敌 对 势 力 所

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中，针对大学生的宗教

渗透尤为突出，高校已成为西方敌对势力进

行宗教渗透 的 重 灾 区。大 学 生 是 处 于 特 定

时空条件下的“过渡人”“边缘人”，在价值选

择上，他们 具 有 双 重 性，即 前 瞻 性、可 塑 性、

时尚性与 不 成 熟 性、不 确 定 性、未 定 型 化 并

存。价值选择 的 双 重 性 决 定 了 他 们 价 值 取

向的双 重 倾 向，既 有 愿 意 接 受 符 合 时 代 要

求、符合个人成长成才需要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一面，也有容易受到各种社会思潮

和非核心价值观影响的一面。因此，西方敌

对势力的 意 识 形 态 渗 透，尤 其 是 宗 教 渗 透，

作为干扰 因 素 降 低 了 大 学 生 对 社 会 主 义 核

心价值 观 的 认 同 度，在 客 观 上 消 解 了 包 括

“中国近 现 代 史 纲 要”课 程 在 内 的 思 想 政 治

理论课教 学 对 大 学 生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的培育作用。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

教学的着力点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课 程 教 学 在 培 育

大学生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方 面 具 有 独 特

优势，但同 时 也 面 临 一 些 现 实 困 难，要 充 分

发挥该课 程 教 学 培 育 大 学 生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值观的积极作用，就必须把握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融 入“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课 程 教

学的着力点。

其一，丰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

学内容，关 注 大 学 生 的 兴 趣 点，增 强 课 程 教

学的说服 力 和 感 染 力，创 新 课 程 教 学 方 式，

提升该课 程 教 学 培 育 大 学 生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值观的实 效 性。当 前，部 分 大 学 生 对“中

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认同度不高的原因是

多方面的。从客观上来说，随着社会转型与

对外开放的扩大，我国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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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情况，如思想多元化、利益多样化、信息庞

杂化，等等，这些新情况向包括“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课程在内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

出了严峻挑战。从主观上来说，主要是由于

包括“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课 程 在 内 的 思 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应对严峻挑战不及时、不得

当，如部 分 授 课 教 师 在 教 学 过 程 中 照 本 宣

科、照“屏”宣科，无法提升学生的关注度、参

与度；还有部分授课教师将该课程等同于历

史系的专业课“中国近现代史”，仅注重讲授

相关历史知识，不注重课程教学对学生世界

观、人生观 和 价 值 观 的 培 育，忽 视 该 课 程 的

思想政治 教 育 功 能，导 致“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课程的 价 值 观 培 育 功 能 缺 失。因 此，在

课程教学 过 程 中，要 深 挖 课 程 教 材 内 容，尽

可能多 地 查 阅 相 关 史 料，丰 富 课 程 教 学 内

容；分析大 学 生 的 特 点，关 注 大 学 生 的 兴 趣

点，不断增 强 课 程 的 说 服 力 和 感 染 力，充 分

发挥“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课 程 的 价 值 观 培

育功能。此外，当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

程教学的主要对象均为“９５后”的大学生，他
们均是“互联网原住民”。因此，在课程教学

过程中，要 充 分 运 用 互 联 网 技 术，把 课 程 教

学与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有机结合起来，“变

被动 防 御 为 主 动 出 击，变‘漫 灌 式’教 育 为

‘滴灌式’教育，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的渗透力更深入、更持久”［７］，不断提高课程

教学的有效性，以实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课程教学 对 大 学 生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的

塑造作用。

其二，在教学过程中，坚持唯物史观，培

育大学生 的 爱 国 情 怀，批 判 历 史 虚 无 主 义，

抵御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充分发

挥“中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课 程 教 学 对 于 培 育

大学生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的 积 极 作 用。

历史虚无 主 义 的 实 质 是 要 通 过 否 定 革 命 的

正当性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否定中国

共产党 的 领 导、否 定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道

路，从历史依据上抽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合法性，如 若 任 其 蔓 延，必 将 导 致 整 个 社

会的信仰危机。列宁曾指出唯物史观是“唯

一科学的 历 史 观”［８］，因 此，在“中 国 近 现 代

史纲要”课 程 教 学 过 程 中，大 力 弘 扬 唯 物 史

观，是应 对 历 史 虚 无 主 义 最 有 力 的 思 想 武

器。要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站在中国共产党

和人民的立场之上，用辩证的、历史的、实践

的观点向 学 生 讲 解“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课

程的内容，正 确 处 理 政 治 与 学 术、历 史 与 现

实的 关 系，维 护 正 确 结 论，批 判 错 误 倾 向。

此外，中国近现代史既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血

泪屈辱 史，也 是 一 部 中 华 民 族 抵 抗 外 来 侵

略、争取民 族 独 立 和 人 民 解 放、实 现 中 华 民

族伟大复兴的战斗史，更是一部对大学生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教材。从林则徐、魏

源提出“师 夷 长 技 以 制 夷”到 邓 世 昌 等 无 数

英烈为国捐躯，从孙中山“振兴中华”的呐喊

到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自觉，正

是因为无数英雄人物的牺牲，才有了今天之

中国崛起。爱 国 主 义 是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中最深 层、最 根 本 的 内 容，也 是 大 学 生 抵

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有力武器。因此，在

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通过对教材相关内容的

分析，激发 学 生 的 爱 国 主 义 情 感，帮 助 学 生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让他们在实践中弘扬爱

国主义精神，自觉抵御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

形态渗透，以充分发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课程教学 培 育 大 学 生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的积极作用。

其三，尊重大学生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 规 律，坚 持 理 论 与 实 际 相 结 合 的 原

则，培养大 学 生 的 实 践 能 力，让 大 学 生 在 实

践中认同与 践 行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大

学生认同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有 自 身 的 规

律，需要经过“外化—内化—外化”两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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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化才能完成，而“内化—外化”这个阶段

的转化，需要借助实践才能顺利实现。习近

平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

要融入社 会 生 活，让 人 们 在 实 践 中 感 知 它，

领悟它”［９］，“培育青年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要注重道德实践”［１］。由此可见，

实践对于 培 育 大 学 生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具有重要作 用。因 此，在“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课程 教 学 过 程 中，教 师 要 注 重 对 大 学 生

实践能力的培育，积极为大学生搭建实践平

台，把实践 作 为 课 程 教 学 的 内 在 部 分，以 课

程目标指导实践活动，而不是为了实践而实

践。授课教师 应 在 课 下 设 计 和 组 织 开 展 一

系列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题活动，

将课程 知 识 与 社 会 实 践、文 化 育 人 结 合 起

来。结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目标，在

教学实践环节，教师可以布置学生阅读相关

书目，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及作为青年应承

担起的历史责任；可以让学生搜集与自己家

乡密切相关的英雄人物事迹，增强地方认同

感与荣誉感；可以结合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

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围绕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 观 所 倡 导 的“富 强、民 主、文 明、和

谐、自由、平 等、公 正、法 治、爱 国、敬 业、诚

信、友善”价 值 理 念，开 展 主 题 演 讲 等 活 动。

通过这些教学设计，让大学生从历史事件中

总结经验和教训，引导大学生用历史的眼光

看待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使大学生在对历

史与现实的感悟中，深刻地体会到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 观 所 倡 导 的 价 值 理 念 正 是 中 华 民

族生生不息、传承至今的价值品质与精神追

求，使大学生自觉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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