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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实践教学途径新探 ①

———以“中国近现代史与我的家庭（族）”为主题的实践教学

黄利新
（湖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实践教学成功的关键：选择一个学生易于参与、乐于参与，教师易于组织，且与课程
内容、教学目标密切相关的实践教学主题。华南理工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以“中国近现代史与我的家庭（族）”为

主题的实践教学完全符合上述要求，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经验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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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教学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
也是提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实效性

的重要落脚点［１］。目前，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以下简称“纲要”）的教学中，各高校都安排了专

门的学时用以课程的实践教学。经过几年的教学

实践，全国各兄弟院校积极探索“纲要”课实践教

学的途径，理应取得很多优秀的成果与经验，但是

查询中国期刊网，介绍“纲要”具体优秀的实践教

学经验的文章寥寥无几。华南理工大学（以下简

称“华工”）是教育部直属的９８５高校，几年来，该
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室的教

师积极探索，以“中国近现代史与我的家庭”为主

题的实践教学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积累了一

定的教学经验。本文将阐述华工“纲要”教研室

近年来实践教学经验，祈就教于方家，推动全国

“纲要”实践教学的研究与开展。

１　当前开展“纲要”实践教学的困境
华南理工大学坐落于南方名城广州，是教育

部直属的重点理工科大学。受广州浓厚的商业文

化和学校工科氛围的影响，学生实用主义思想比

较盛行。这给“纲要”课的日常课堂教学增添了

难度，实践教学那更是难上加难。

在选择“中国近现代史与我的家庭”为主题

的教学之前，教研室也尝试了各种主题的实践教

学方式。方式一，指导学生阅读经典书籍、观看红

色经典电影、让学生写报告谈感想的实践教学。

这种教学方式的优点是简单易行。但网络的发达

让这种主题的教学实践的效果大打折扣，很多学

生往往从网上拷贝一些读书报告、影评等交差了

事。方式二，利用当地红色资源、地方性实践教学

资源展开实践教学。方式有带领学生参观历史博

物馆、文化遗址、名人故居、革命纪念地、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大中型企业等。广州不乏这样的资源，

如黄花岗、纪念十九路军的烈士陵园、农讲所等

等。但由于高校扩招，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大都是

大班教学，这给教学组织增添了难度，加上教学经

费的紧张和安全因素的考虑，组织全体学生去参

观考察往往不太现实。在以前的实际操作中，我

们往往选取代表去参观，学生的社会实践参与率

得不到保证。方式三，学生搜集有关资料，对某一

历史问题展开深入研究的课堂实践活动模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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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有学生演绎历史情景剧、学生专题演讲、讨论、

辩论等实践教学。这些实践教学的方式有一个共

同的缺点，就是学生参与率很难得到有效的保证。

例如学生自己制作专题演讲，由教师组织学生利

用课堂或课外时间，就中国近现代史中的某一事

件、人物或问题，自主查找资料、组织材料，并整理

制作演讲报告，然后由学生在讨论课或竞赛课上

用自己的语言，辅以幻灯图解陈述本选题的观点

和结论，最后由教师进行梳理并加以点评。这种

实践往往也只是部分学生达到了锻炼，大部分学

生只是观众、看客。上述的实践教学方式也是当

前我国高校“纲要”课教师通常采取的实践教学

的方式，我们感受到的困惑也是全国同行感受到

的困惑。

开展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实践教学是由本课

程的性质、现代教育理念以及当代大学生的思想

特点决定的［２］。通过几年的教学实践，华南理工

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室认识到，有效开展

实践课需要一个好的主题，一个好的主题又离不

开三个因素。第一，这个主题要有助于大学生加

深对“四个选择”的认识。“纲要”课的教学目的

是帮助大学生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

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的规律性，“了解国史、国

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选

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

革开放”［３］，实践教学也要服从这个目标。第二，

这个主题要符合当代大学生的思维，要与当代大

学生的生活休戚相关。实践教学要以学生为中

心，要尊重学生、理解学生、关怀学生，要把握学生

思想实际，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因势利导，调动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４］。实践教学要从学生的思想

实际出发，以提高学生的思想理论素质为根本，以

教学内容进学生的头脑为目的。只有与学生的生

活休戚相关，这样的实践活动才能够动员更多的

学生参与到社会实践中来。第三，实践课主题的

设计要考虑到实践课的可操作性。当前思想政治

课大班上课，出于经费、安全、管理等多方面的考

虑，组织集体实践一般很难得到学校的支持。因

此，实践课应该以个人实践为主。总之，如何选择

一个学生易于参与、乐于参与，老师易于组织且与

“纲要”课内容、教学目标密切相关的主题进行实

践教学，成为实践教学成功与否的关键。经过多

年的教学实践，华南理工大学开展以“中国近现

代史与我的家庭（族）”为主题的实践课符合以上

所说的一个好的实践主题的三个要素。

２　以“中国近现代史与我的家庭（族）”为
主题的实践教学的基本理念与具体

操作

一个完整的实践教学环节不仅包括确定教学

内容、设计实施方案、布置实践安排、指导实践活

动、评阅实践成果等前期准备和具体执行工作，还

应涵盖反馈评阅意见、组织学生交流心得、评选优

秀成果、总结经验教训等后续工作［５］。经过几年

的教学实践，华南理工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与我

的家庭（族）”为主题的社会实践已经有了丰富的

经验，对其经验总结如下。

２．１　基本的理念与预期目标
选择“中国近现代史与我的家庭（族）”作为

实践教学的主题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家国观念与中国人的总体性思维方式密切相

关，家国情怀不仅从道德价值层面强调亲情、家庭

的重要性，而且将其视作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

会和谐的重要基点［６］。家族（庭）是国家组成的

最基础的细胞，有国才有家，家的命运与国家的命

运是紧密相连的。中国近现代史上，中国每一个

家族（庭）都卷入了历史的漩涡，中国近现代史的

重大事件、时代的变迁给中国普通的个人、普通家

庭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一滴水虽然很小，但是

它可以反映整个太阳的光辉；一个家庭（族）虽然

很小，在人口众多的中国，甚至微不足道，但足以

反映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变迁。由于家族史的形

象、生动、具体，家（庭）族史的实践教学可以说比

“纲要”的课堂教学更加形象、生动、具体，避免课

堂教学过于宏观的说教。因此，选择“中国近现

代史与我的家庭（族）”作为实践主题完全符合

“纲要”的教学实际和教学目标。

“中国近现代史与我的家庭（族）”社会调查

的对象是大学生既陌生又熟悉的家庭的历史，对

自己家庭的历史的探索有浓厚的兴趣其实是人的

一种本性，组织者教师基本上不需要太多的言语

鼓动，学生便会分头行动，并且这种调查也不需要

组织集体活动，基本上也不需要任何的经费，简单

易行。“中国近现代史与我的家庭”为主题的实

践教学主要要达到三个目的：

第一，通过实践教学推动、促进课堂教学的开

展。受广州商业氛围和华南理工大学工科环境的

影响，华工的学生实用主义思维比较盛行，对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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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感兴趣。很多学生对“纲要”课不感兴趣，感觉

历史课与自己的就业无关，和自己的生活无关。

要通过“中国近现代史与我的家庭（族）”为主题

的实践教学的开展让学生从家族的历史感受到时

代的变迁，历史重大事件对普通中国人的影响，个

人与家庭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国家的历史休戚

相关。让学生感觉到“纲要”课程不是空洞的说

教，也不是单纯的思想意识形态的灌输，而是与学

生本人密切相关的一门课程，从而使学生从“要

我学”到“我要学”。

第二，改变单一的成绩评估体系。“纲要”作

为一门从历史角度来进行政治教育的课程，也不

可避免地和很多文科类学科一样，其对学生考核

最后都落实到学生的“背功”，很多学生平时不学

习，到考试的时候，临时抱佛脚，突击一下，往往成

绩优良。作为重点大学的华工的大多数学生更是

不在话下，最后考评的成绩往往也反映不了学生

平时努力程度，靠记忆得来的成绩往往也不能反

映学生真实的政治认识。因此，要通过“中国近

现代史与我的家庭（族）”为主题的实践教学可以

改变唯考试论的成绩评估体系，华工“纲要”课教

研室一般将实践课的成绩设定为占总成绩

的４０％。
第三，通过实践教学，学生运用“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课堂教学中的理论观察和认识社会生活

中的各种现象，帮助他们完成从理论到实践的飞

跃，提高独立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使他们了解国情、乡情、民情，坚定对

社会主义的信念。学生通过与其长辈沟通或者查

阅家族史有关的资料（如族谱），了解近代以来家

族的历史，通过家的历史来观察中国近现代史，有

助于学生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和革命发展的历史

进程及其内在规律，“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

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

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

放”。通过社会实践，引导学生了解社会、关注现

实，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把自己的前途和国家

的发展联系起来，肩负起时代赋予自己的历史使

命，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创造条件。

此外，每一个大学生背后是一个家庭，学生以

“中国近现代史与我的家庭（族）”为主题进行社

会调研，由于华工是一所面向全国招生的重点高

校，所涉及的家庭从地域上来说涉及大江南北，从

家庭的社会地位上来说，涉及各种阶层包括从社

会上层显贵到赤贫家庭。从这些报告中我们可以

大概地看出中国普通家庭尤其是大学生对中国近

现代史关注的热点与疑点，可以看出近现代史哪

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对我们这个民族留下的烙印最

深，社会大众尤其是大学生对哪些重大历史事件

的看法与主流意识形态存在较大的差距。教师可

以在学生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形成“当代大学生最

关注中国近现代史问题的热点与疑点调查报

告”，可以推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堂教学的

改革，同时也可以将报告提交有关部门，推动《中

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的修改，推动全国大学生

思想政治课建设；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也可以将报

告提交给有关宣传部门，以供参考。

２．２　具体的操作
任课教师开学的第一周就布置社会实践主

题：“中国近现代史与我的家族（庭）”，明确每个

学生都要独立完成调查报告，调查报告的成绩事

关这门课成绩的总评，占期末总评成绩的４０％。
这个近现代史的时间段划分和教材“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的时间是一致的，指的是１８４０年至今。
典型题目的要求：例如黄利新老师布置任务

的要求：（１）字数３５００字以上；（２）必须紧扣主
题；（３）要求有历史感（历史感是在阅读家族史的
过程中，能够确实感觉历史重大事件对个人与家

庭的影响）；（４）不能写学生自己的个人自传；（５）
不能单纯写古代史上本姓的历史渊源（尤其是从

网上拷贝的）；（６）可以写整个家族概史，或者整
个家庭在某一个历史时期的经历，或者家族中某

个人物的人生经历，或者某个人在某段历史中的

经历。

学生在接到任务之后，一般的反映是新奇同

时又有一定的担忧。新奇这个作业需要自己对自

己的长辈生活的历史进行调查，家庭的历史大都

既熟悉又陌生，大多跃跃欲试。担忧主要是因为

很多学生都会感慨自己的家庭没出过大人物，也

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觉得没什么可写的，

因此怕完不成作业，进而影响成绩。因此在开学

第一周布置任务的同时要进行宣传动员：每一个

人都是有故事的、每个家庭都是有故事的，每个人

都是历史学家。一滴水虽然很小，但是可以反映

整个太阳的光辉。我们的小家庭虽然也很小，但

是足以反映近现代历史的变迁。

根据教学经验，有两个问题必须在开学之初

需要重点强调：第一，不能写历史上和自己同姓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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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名人的历史，例如姓曾的同学写曾国藩的历史，

姓李的同学写李鸿章的历史。曾国藩等历史名人

和一般姓曾的同学没有必然联系，况且容易从网

上拷贝。第二，不能写学生自己的自传。学生虽

然也是家庭中的一员，但学生的人生经历不太丰

富，自传一般就是写自己求学的经历，不太符合实

践教学来实行政治教育的需要。

３　以“中国近现代史与我的家庭（族）”为
主题的实践教学的教学效果

华南理工大学思想政治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教研室教师近几年都以“中国近现代史与我的

家庭（族）”为主题积极开展实践教学，仔细积累

经验，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

第一，通过学生广泛参与“中国近现代史与

我的家庭（族）”实践教学活动的策划、准备、组

织、实施，突出他们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激发学

生自主学习的热情。几年的实践教学经验表明，

学生对这个主题的社会实践是非常积极的，他们

亲切地称之为“家族史”的写作。他们积极和父

母以及其他长辈进行沟通，或者打电话、电子邮件

与长辈沟通，或者利用五一、十一的长假回家和父

母进行交谈。绝大部分学生很有质量地完成了作

业，没有出现过从网上拷贝应付交差似的论文。

部分学生家长积极参与进来，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尤其是一些闲置在家且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爷爷奶

奶。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史与我的家庭（族）”实

践教学认可程度很高，很多学生反映，他们在做

“中国近现代史和我的家庭（族）”的过程中认识

到了学习“纲要”课的重要意义，从而以更加饱满

的热情参与课堂学习。在课程结束后，他们大多

反映，这次社会实践调查大多成为了他们上政治

课最难忘也是收获最大的事件。由于学生届届口

口相传，在修“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之前，大

多数学生通过学兄、学姐知道了他们必须完成这

样一个有意思的社会实践，充满了期待。

第二，“中国近现代史与我的家庭（族）”的实

践教学起到了良好的政治教育的效果。其一，加

深了对家与国关系的认识。很多学生都认为通过

对家族史的调查加深了对近现代史的了解，更加

深刻地了解了国与家的关系，更加明白了有国才

有家的道理。其二，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

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

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

开放”。例如有很多同学在论文中提到了曾祖辈

和祖辈在新旧社会生活的变化，深刻地认识到旧

社会动荡不安给自己家庭带来的不安甚至不幸，

相比之下，新中国成立后，大部分家庭生活安定。

相当多的同学还提到了土地改革给他们家庭带来

的好处，认识到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确实代表了广

大人民的利益。通过对家庭历史的调查，大学生

加深了对“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认

识。不少同学家族史中都提到了大跃进和文化大

革命给自己家庭带来的伤痛，更多的同学提到了

改革开放给中国普通家庭带来富足、幸福的生活。

通过这些家庭的往事，同学们加深了对“历史和

人民选择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认识。

此外，有的学生还在报告中反映，通过写家族

史，加强了对父辈的了解，加强了代际沟通，有利

于自己与长辈的交流。

４　以“中国近现代史与我的家庭（族）”为
主题的实践教学对课堂教学的反思

实践教学和课堂教学是相对而言，都是“纲

要”课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可以起到相互

促进的作用。课堂教学主要是理论教育，为学生

实践调查提供理论指导，实践教学也可以推动课

堂教学的改革。以“中国近现代史与我的家庭

（族）”为主题的社会实践也引起了我们教师对课

堂教学的反思。目前，多数政治课教师反映，“中

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二三十节课的课堂教学要

讲授１５０多年的历史，虽然是纲要，但是课时还是
明显偏紧。本人认为对大学生历史的教育，要解

答大学生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这才做到了好

钢用在刀刃上。大学生关注中国近现代史哪些热

点、疑点问题呢？

史学研究者研究历史有厚古薄今的现象，即

重视对古代的研究，轻视对现代的研究。但是普

通的大众关注历史主要还是从自身的生活去了解

历史，往往关注对自己影响最直接、最密切的历

史。从学生的调研报告可以看出，大部分学生更

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疑点也较多，因此，

共和国史应该是讲授的重点。目前，由于授课时

间的限制，大部分高校往往对教材进行取舍，例如

很多高校只讲近代史即１８４０至１９４９年的历史，
或者是１８４０年至１９５６年的历史。但是新中国成
立后的历史才是大学生关注的热点，因此，只讲解

放前历史，对于从历史的角度来进行政治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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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要”课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其实是一种失败，是

一种不合理的取舍。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对近代史

略讲，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现代历史详细讲解。

政治课必须面对学生的疑点问题，大学生对中

国近现代史主要疑点有哪些呢？通过批阅学生“中

国近现代史与我的家庭”的报告，我们可以感觉到

当代大学生的困惑，例如对于土地改革，虽然绝大

多数同学对此认同，并高度赞扬，但是也有一些原

是地主家庭出身的学生感觉很困惑，对自家被分走

的土地表示遗憾。例如“三大改造”的必要性，由

于现在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有部分学生的字里行

间对“三大改造”产生了怀疑等等，类似的问题还

有很多，需要在“纲要”课堂教学中予以解答。

政治课宣传的是主流意识形态，毫无疑问宣

传主流的意识形态需要多宣传正面的东西，但负

面的信息也需要正确、积极面对。通过阅读学生

的“中国近现代史与我的家庭”报告，我们会发现

反右扩大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事件对很多家

庭构成了伤害，这些伤害在一些学生的家族史写

作中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受长辈伤痛的影响，部

分学生不可避免地对党和政府产生产生了怨恨的

情绪，个别的学生甚至以党的这些失误否定党的

辉煌历史，进而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否

定马克思主义。但是现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教材和课堂教学对这些问题一带而过，如果不能

使整个社会尤其是青年大学生在这些问题上和党

中央保持一致，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这些问

题需要在“纲要”课堂教学中予以回应，对学生进

行正面引导教育，使之在这些问题的理解上和党

中央保持一致。总之，有效地开展“纲要”课的实

效教学关键是需要一个好的主题，好的主题必须

具备学生易于参与、乐于参与，老师易于组织，且

与“纲要”课内容、教学目标密切相关等特点。这

正是从该门课的实践教学改革探索中所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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