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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堂教学方法探析 ①

梁　勇
（西南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４０１１２０）

摘　要：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是大学四门必修的公共理论课程之一。为了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培养学生正确的
世界观，我们认为可以从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讲活教材内容、做好教学实践等环节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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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的规定，我校于２００７
年春季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列为本科生四门必修的思

想政治理论课之一，面对２００６级本科生开设。“方法是
内容的灵魂”［１］，过去的７年时间里，我们不断地在进行
“纲要”课程教育教学方法的探索，摸索相关教学经验，取

得了一定的成绩，在这里和各高校同行分享。

１　积极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

开设，春季学期针对法学专业的大一新生，秋季学期针对

非法学专业的大二学生。上课伊始，我们发现学生们对

此门课程的兴趣不是很浓厚，甚至有的还缺乏基本的历

史认知以致在一些重要的历史观上存在着诸多误解。经

过调查分析，我们认为可能是以下因素导致学生对课程

兴趣不大以致于未形成正确的历史观。首先是高中文理

分科的负面影响。我们发现，文科学生的历史知识、历史

观点普遍要好于或者说不差于理科学生。在课程的讨论

环节中，部分理科背景的同学对中国近现代史发展过程

不是很熟悉，历史知识张冠李戴的情况较为普遍。即使

有部分同学对历史比较感兴趣，但还是停留在最近几年

社会上流行的“戏说”历史层面。错误的历史知识，不可

能形成正确的历史观。这就必然导致其对近代史发展线

索的不了解，无法理解中国近现代史对中国人民来说是

一个“求富”“求强”的历程。其次，学生的实用心理导致

对该课程的误解，以致于课下不愿意花时间进行认真的

预习和复习。究其原因，是部分学生认为包括中国近现

代史纲要课程在内的公共理论课对于以后就业帮助不

大，没必要在上面投入过多的精力。

针对上述现象，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十分强调突出学

生主体地位，为学生提供展示自身能力的舞台，调动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具体做法：一是专题演讲。每个学期，我

们都会根据当前社会热点，结合教材内容，设置３～５个
专题，在开学之初，面向学生进行“公开招标”，让学生以

个人或团队的方式“公开竞标”。如过去５年，我们先后
设置过“你如何看待农民起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留

学生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的作用”“如何看待大东亚

共荣圈与东亚共同体”“从中日钓鱼岛纠纷看２０世纪３０
年代前期的中日关系”等等。学生领取任务后，在老师的

指导下进行认真的准备，阅读相关的专著、文章，制作画

面精美、内容丰富的 ＰＰＴ，有的还在宿舍提前模拟讲授。
这个过程对学生来说，是一个学习、研究能力快速提高的

过程，同时提高了他们对课程的学习兴趣。据统计，参加

专题演讲的同学，期末考试成绩普遍要高于其他学生。

二是辩论。针对我校法学为主的办学特点，每学年各个

学院之间都安排辩论比赛。设置与教学内容相关的辩题

供学生参与。如我们先后组织学生就“维新派的失败源

于帝后之争”“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等话题展

开过辩论，活跃了课堂气氛，增加了学生的学习热情课堂

教学效果良好。三是影评。每一学期，我们都会精选爱

国主义影片，在课堂或课后观影，要求学生根据相关知

识，写影评或小论文。这几年，我们分别观看了《建党伟

业》《建国大业》《喋血孤城》《南京！南京！》《金陵十三

钗》等爱国主义影片，引起学生极大的兴趣。

２　讲活教材内容
按照中宣部、教育部的要求，通过《纲要》课的学习，

要使学生懂得“２个了解、３个选择”的历史及其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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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上篇的核心问题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

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各自是如何探索、选择历

史发展道路的？中篇的核心问题是：中国人民在斗争实

践中是如何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共产党，选择了社

会主义的？下篇的核心问题是：中国人民是如何在社会

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坚定不移

地选择和坚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道路并以马

克思主义为指导的？［２］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由于教材涉及的时间较长，内容

较多，这必然导致教材的内容更多的是观点的积累，而对

历史的具体过程、历史的细节缺乏较为详尽的描述。针

对这一矛盾，有研究者指出，任课教师在教学内容的编排

上尽量“人物化”“故事化”和“生活化”［３］。也就说通过

对历史细节的展示，对历史过程的强调，将历史中的人物

讲“活”，这样历史也就活起来了，课程也变得更有吸引

力。比如在讲授第二章第一节“农民群众斗争风暴的起

落”时，有学生就提问“为什么太平天国起义会在广西而

不是在广东或福建爆发，太平天国起义的宗教色彩为什

么这么浓厚”，而且还追问，“广东、福建的客家人似乎还

更多？”“为什么同盟会精心准备、全力以赴的广州起义失

败了而具有兵变色彩的武昌起义却成功了？”还有学生问

到“为什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党大会的正式代表后

来居然有成为大汉奸、大叛徒的？”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老

师要通过讲授具体的历史过程、甚至从历史的细节出发

把教材的相关观点给予落实。针对第一个有关太平天国

起义的问题，教材的内容相对比较简略，难以回答学生的

疑问。为什么太平天国起义会在广西爆发？除了教材涉

及的白银外流，“银贵钱贱”之外，与广西地区的族群竞

争、民间的宗教传统等等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至于太平

天国起义的宗教色彩，这恰好反映了我国古代农民群众

斗争的一贯发动方式就是利用宗教，如东汉末年的黄巾

军起义，元末的红巾军起义。这充分说明农民运动由于

缺乏科学的指导思想，最终无一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除了在历史发展的逻辑关系上要有所说明外，我们

更要还原历史真实，消除社会的认识误区。在“求真”的

基础上才能做到与“求信”的统一。比如最近几年，由于

两岸关系缓和，大陆对国民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的正

面战场有了比较多的宣传，表现在相关的电影、电视剧如

《喋血孤城》《中国远征军》《滇西１９４４》等作品登上影视

舞台，整体地反映中华民族的抗战历史，这一倾向是值得

鼓励的。

３　充分利用本地的爱国主义资源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内容涉及１８４０年以来一百多

年的历史。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从抗日战争到解放

战争，各地都或多或少地保留着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如革命遗址、历史人物故居、战争遗址、

重要事件的遗址等等。帮助学生理解教材内容、树立正

确的历史观。在课堂教学中，结合教材内容，对本地的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进行教学。以西南政法大学的“纲要”教

学实践为例，每学期我们都会联系重庆本地的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或者是新时期能够反映改革开放成果的工矿企

业、城市建设等机构或设施来进行参观学习。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第二学期，我们带领学生参观了重庆渣滓洞、白公馆，

学生们在烈士的遗像前，在国民党特务机构的刑具前，被

地下党人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不顾个人生命的忘我革命精

神深受触动。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第一学期，我们带领学生参
观了位于重庆两江新区的长安汽车公司、金山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参观结束后，学生们都自发地写了长达三千

多字甚至五六千字的参观感想，从字里行间传达出他们

对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国人追求民族独立、国家

富强的敬佩之情；以及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所取得

的建设成就的自豪之感。

４　结　语
通过这几年的“纲要”课教学，我们认为，在教学中必

须结合学生的知识背景、学习态度，在吃透教材内容的前

提下，综合使用多种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教学相长”。

通过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主动学习的热情，提高公共理

论课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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