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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梦背景下大学生的历史观教育 ①

刘一博
（南开大学 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学院，天津３０００７１）

摘　要：在全国同心共筑中国梦的背景下，加强大学生历史观教育，引导他们牢固树立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可以
使他们深刻认识中国道路的历史渊源，深刻认同并大力弘扬中国精神，自觉与群众结合并凝聚中国力量。当前，历史虚

无主义是影响大学生树立科学历史观的重要问题，高校要从把握课堂教学主渠道地位，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注重新媒体

深化校园文化引领作用和拓宽社会实践有效途径几方面探索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办法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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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生动表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自信是实现中国梦

的强大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是中国青年运动的

时代主题”［１］。大学生是当代青年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即将亲手实现中国梦的一代人。列宁

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２］，并强调，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

只有用科学的历史观武装大学生的头脑，才能使他们肩负起实现中国梦的历史重任。

１　当前加强大学生历史观教育的意义
习近平同志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加强大学生历史观

教育，教育引导他们牢固树立唯物史观，可以使他们深刻认识中国道路的历史渊源，深刻认同并大力弘

扬中国精神，自觉与群众结合并凝聚中国力量，从而对中国梦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１．１　使大学生深刻认识中国道路的历史渊源
习近平指出，中国道路“是在改革开放３０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６０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１７０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
是在对中华民族５０００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３］。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

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４］中国道路最重要的历史渊源在于，它是基于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并

建立在５０００年来未曾中断的中华文明之上的。深厚的历史积淀、文化传统等等都是中国道路的起点
和基础，纵然近代以来遭到了外部的强烈冲击，中华文明也只会而且必然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继续演

变和发展，开辟出自己独特的道路［５］。大学生只有牢固树立唯物史观，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评判历

史人物、历史现象与历史事件，才能对历史作出公正、客观的评价，才能深刻认识中国道路的历史渊源，

认识中国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实践的选择。

１．２　使大学生深刻认同并大力弘扬中国精神
中国精神，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民族精神“既植

根于我国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之中，又同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形成的优良革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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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融合”，“改革开放的实践催生伟大的时代精神”，“时代精神体现社会发展方向，引领时代进步潮

流”［６］。中国精神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历史性地形成的。近代以来，民族复兴征程中形成

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感人至深又催人奋进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民族精神

和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共同奋斗的价值取向和力量源泉，是激励世代中华儿女

投身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牢固树立唯物史观，大学生才能更好地以群众观点和实践观点深刻认

同并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大力弘扬中国精神。

１．３　使大学生自觉结合群众并凝聚中国力量
中国力量，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中国近现代史反复证明，民族复兴的根本力量源自

“民众的大联合”。中国梦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

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３］。中国青年在这个大联合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早在１９３９年，毛泽东同
志就曾指出，在“五四”以来的反帝反封运动中，中国青年起到了“先锋队”的作用，但还不是“主力军”。

“主力军是谁呢？就是工农大众”［７］，所以他号召“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

中去，把占全国人口９０％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７］。他告诫“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
结合，则将一事无成”［７］。大学生只有牢固树立唯物史观，才能真正认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从

而自觉同最广大的群众相结合，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决到群众中去，为实现中国梦凝聚起伟

大的中国力量。

２　历史虚无主义对大学生树立科学历史观的影响
总的说来，当前大学生的历史观是正确或比较正确的。有研究表明，“认同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必

然性和革命的积极作用”在大学生中占绝大多数［８］。但不容回避的是，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正对大

学生科学历史观的树立产生严重的影响，这是值得警惕的现象，也是加强大学生历史观教育所要解决的

首要问题。

２．１　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
历史虚无主义打着“解放思想”“重新评价”“还原历史”等旗号，置事实于不顾，极力丑化和歪曲中

华民族的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历史。他们往往自诩为“客观公正”，抓住碎片化的历史现象进行片

面孤立的分析，得出标新立异的结论，或哗众取宠，或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他们或认为近代中国错

过了“搭上资本主义的最后一班列车”，错过了“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机遇”；或否认近代以来的中国革

命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内在需求，否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

必然性及取得的巨大成就；或片面化地对史有定论的历史人物进行颠覆式的“解构”等等。

２．２　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
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是唯心主义历史观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价值观。它“把历史视为一种无主体

的偶然结果，这种缺位本体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本体论”［９］。有学者指明，历史虚无主义违背了

历史研究中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违背了全面、客观和反对阶级分析的研究方法。它的“一种‘研究范

式’的转换，不过是转换到旧史学中常常能够看到的，蔑视人民群众的力量，为统治阶级辩护的老路上

去。这……是唯心主义历史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活和再版”［１０］。它“并不是对历史的所有内容都

‘虚无’，而是从既定的政治理念出发，有选择的‘虚无’”［１１］。另外，它所谓以“现代化范式”代替“革命

范式”，认为中国因革命离开了“以英美为师”的“世界文明主流”而误入歧路的观点，是以西方为中心的

历史价值观的反映。马克思指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

果”，［１２］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和欧洲在它们的各自历史进程中分别呈现出不同的文明状态和发展水

平，在近代向现代性社会转变时面临着不同的历史机遇和结果。这是无法用同一尺度来衡量的２种不
同的历史情景。”［１３］历史虚无主义认为中国道路偏离“文明主流”而主张“全盘西化”，恰恰是站在西方

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无视中国道路深厚的历史渊源及其对人类文明多样性的伟大贡献。

２．３　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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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虚无主义打着学术的旗号，隐含着强烈的政治诉求，因为只有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

历史，才能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目的。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历史

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１４］。他特别强调，

“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１４］。当前，历史虚无主义不仅通过学术

界传播，更多的还通过影视作品和互联网进行传播，流毒已深，影响极大，在大学生群体中尤其明显。当

代大学生往往忽视个人历史观的改造，他们中的部分人热衷于不负责任地传播经过“解构”的历史现

象，部分人对主流意识形态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观点产生质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景产生动摇，

更有少数人已成为西方“普世价值”和发展模式的坚定拥护者。“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大学生的历

史观教育必须要百般警惕和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否则它将逐步消解大学生乃至全社会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自信，使得凝心聚力共筑中国梦的努力成为泡影。

３　当前加强大学生历史观教育的途径
为反对、消除历史虚无主义对大学生的影响，坚定大学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培养造就实现

中国梦的坚定力量，高校必须进一步加强大学生历史观教育，引导大学生牢固树立科学的唯物史观。

３．１　把握课堂主渠道的基础性地位
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的重要途径，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要求。要突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中唯物史观的

重要地位，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和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这两门课程，更是

直接关系到大学生历史观教育。要真正使唯物史观深入学生头脑，一是在教学内容上，要进一步提高对

唯物史观重要性的认识，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历史现象的能力。只有大学生真正

掌握并能灵活运用唯物史观，才能有效地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二是在教学方法上，要充分

发挥大学生的主体地位，激发其学习主动性，通过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引导学生认识树立科学历史

观对于民族复兴和个人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地位，从而自觉树立科学历史观。三是在教师队伍建设上，要

注重选拔具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并具备高超讲授技巧和深受

学生爱戴的各年龄段学者担任授课任务，严格落实“学术研究无禁区，课堂讲授有纪律”，加强制度建

设，把宣传错误历史观的人清理出课堂，避免误导学生。

３．２　深化校园文化的引领作用
充分发挥校园文化重要的育人功能。除开展传统的校园文化活动外，一是注重并有效利用新媒体。

近年来社交网站、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使得各种观点和言论迅速传播扩散，一部分错误观点

和言论借助网络泛滥，青年学生不辨真伪地盲目转载，是历史虚无主义得以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要建

设一批正面宣传党和人民奋斗史、革命史，传播科学历史观的主题教育网站，使之成为历史观教育的重

要阵地，更为重要的则是要利用好新媒体如微信、微博的交互性和青年学生的普遍参与性的特点，有针

对性、有力度地对网上的错误观点进行批驳，形成良性的互动氛围。二是要选择好的影视和文学作品，

以丰富的人物和故事提升学生学习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的兴趣，并在观看和阅读中加以解读，引导学生

树立科学历史观。要注重筛选和推荐，把那些忠于史实且艺术性强的作品推荐给学生，使学生在观影或

读书的过程中获得真实准确的历史知识，树立科学的历史观，避免不真实、不准确、不负责的作品误导

学生。

３．３　拓宽社会实践的有效途径
深入开展社会实践是努力拓展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为加强大学生历史观教

育，一是加强对理论社团的领导和管理，建设以研习唯物史观为主要活动内容的社团，通过组织丰富多

彩的理论学习活动推动形成唯物史观学习的热潮。要注重社团活动广度和深度的统一，以做唯物史观

的研究者和传播者号召学生，充分发挥社团吸引学生、凝聚学生的优势。二是大力开展以党和人民革命

史、奋斗史为背景和内容的主题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活动，如走访纪念馆和革命遗迹等。要注重实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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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历史学习和树立唯物史观的统一，如在革命博物馆开展义务讲解，在志愿服务中宣传实践唯物史观。

三是注重利用近现代史上的重要纪念日开展特色鲜明、吸引力强的主题教育活动。在活动设计上，一方

面应注重突出活动参与者的情感共鸣，把学生参与活动的情感体验与树立唯物史观的理性思考结合起

来；另一方面应注重挖掘纪念日的历史内涵，增加有历史感的思考和对学生思想上的引领，避免把主题

教育活动办成节日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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