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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价值引领，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
下简称“纲要”)课教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关于

“纲要”课的教学目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

明确指出：“要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

建设、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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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2)应该说，从目前

“纲要”课教学来看，教师高度重视“四个选择”的

讲授，专题教学设计与教学研究成果较为丰硕。

相比较而言，对于“纲要”课教学的其他价值引领

目标，如增强“四个自信”教育，民族精神、时代精

神、革命传统教育，科学的历史观与方法论教育

却少有论述，本文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

度、文化自信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明确要求，使学生

“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

产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增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

信”。 [1] (P3)由此可见，使学生增强“四个自信”是

“纲要”课教学价值引领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如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的

价值引领目标及其实现

黄延敏

【摘 要】“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在对历史规律的把握中深刻揭示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

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的基础上，必须实现以下价值引领

目标：一是使学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二是凸显民族精

神，时代精神与革命传统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是提高学生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

方法论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应在教学中坚持大历史观，重视定性判断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坚持历史

比较的方法，充分发掘中国近现代历史所蕴含的精神资源，切实提升教学价值引领的实效性。

【关 键 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价值引领；四个自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历史观

【作者简介】黄延敏，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9)。
【原文出处】《思想理论教育导刊》（京）,2020.12.112～118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度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重

点选题)“‘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专题教学指南研究”(项目批准号：2018JDSZK015)和北京市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暨2018年度首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战略课题“北京红色文化资源传承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研究”(项目批准号：BJSZ2018ZL04)的阶段性成果。

—— 121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 2021年第2期

何有效实现这一价值目标和任务，笔者在教学中

做了如下探索：

1.坚持大历史观，在定性判断中增强“四个

自信”

“纲要”课作为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较之于

历史专业的中国近现代史课程更加强调对历史

规律的把握，具有较强的思想性、政治性、理论

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大

历史观，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党史、国史等

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历史底蕴、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社会伟大

变革中的决定性作用及其历史性贡献进行了精

辟的论述，为“纲要”课教学指明了方向，明确了

目标，提供了基本遵循。

所谓“大历史观”，就是把过去、现在、未来有

机联系起来，把历史看作是一个持续发展的整体

过程，在回顾过去、直面现在、开创未来的维度

上，把现在的事情同历史的逻辑结合起来，对未

来的社会发展走向作出科学的预测。习近平多

次提到要坚持大历史观，注重历史思维，善于从

历史发展中把握规律，善于从历史中吸取治国理

政的资源。习近平从改革开放 40多年、新中国

成立 7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近代以来

170多年、世界社会主义 500年、中华文明 5000
多年五个历史维度，高度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历史底蕴和现实基础、理论逻辑和实践逻

辑。结合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历史，将中国共产

党领导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推进中国社会实现

伟大变革的历史性贡献概括为“三次伟大的飞

跃”，即中国实现了从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

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从衰落到扭转命运、走向

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

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

民取得的伟大胜利“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

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让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使中华民族焕发出

新的蓬勃生机”。[2](P4)改革开放更使得“人民生活

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

高”。 [2] (P3)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中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以

及实现的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3](P13)“只有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3](P14)鉴于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历史性

成就以及对中国社会变革的重大促进作用，习近

平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

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2](P12)

上述重要讲话提出的重大判断，坚持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

统一，高度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推动社会发展、

实现理论创新、促进文明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和

重要作用，既是“纲要”课教学的重要理论指导，

又是重要的教学素材。定性判断是思想政治理

论课包括“纲要”课的重要话语体系。教学实践

表明，定性判断能够帮助大学生准确把握中国

近现代历史的基本规律，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中国社会发生历史性巨变

的重要推动作用，使学生在定性判断中坚定“四

个自信”。

2.重视历史比较，在定量分析中增强“四个

自信”

在“纲要”课教学中帮助学生厘清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是增

强“四个自信”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指出：“我们

说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来源于实

践、来源于人民、来源于真理。”[4]教师在教学中应

充分利用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数据进行定量分

析，在历史比较中增强“四个自信”。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马克思诞

辰20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
年的活动中，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大量的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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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数据，学术界也推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

成果。这些数据和相关研究成果直观反映了中

国社会的历史性巨变，是“纲要”课教学的重要素

材，对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具有不可替代

的作用。

面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旧中国留下的只

有 16万吨钢的经济“烂摊子”，毛泽东慨叹：“现

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

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

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

造。”[5](P329)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的经济社会

状况，据相关资料显示，上海当时有 12000家工

厂，只有30％能开工；库存的粮食只够全市吃半

个月，储存的煤仅够烧7天；数万名国民党溃军、

惯匪、流氓，难以计数的难民、乞丐、无业游民使

社会秩序面临严峻挑战，500多万市民每天需要

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个天文数字。[6]

经过中国共产党人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40多年的接续奋斗，中国经济总量迅速增长。

从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来看，从

1978年的1.8％跃升至2018年的16％；从中国经

济总量的世界排名来看，从 1978年的第 11位到

目前稳居世界第2位。据相关资料显示，2018年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天 2466亿元；而 1949
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只有 600亿元，形象地说，

如今的一天，等于新中国成立时的 4年。 [6]从

1979-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的速

度来看，中国9.4％的年均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同

期世界经济 2.9％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7]以全

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为例，1978年全国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元，人均消费支出为

151元。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8228元，比1978年实际增长24.3倍。随着收入

的迅速增长，居民消费能力显著提升，2018年全

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 1978年增长 19.2倍。 [7]

以人均预期寿命为例，1949年只有35岁，2018年

达到77岁，远超亚洲地区的69.5岁，超过全球平

均的72岁，接近发达的欧洲地区的77.5岁。[6]婴

儿死亡率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200‰下降到

2018年的6.1‰。[7]

以交通运输里程增长为例，截至 2018年年

底，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13.1万公里，其中高

速铁路 2.9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量 60％以上；

公路里程485万公里，比1949年增长59倍；内河

航道里程 12.7万公里，比 1949年增长 72.7％；定

期航班航线里程 838万公里，比 1950年末增长

734倍。 [7]工业生产能力迅猛增长，主要产品产

量居世界前列。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仅能生产

纱、布、火柴、肥皂、面粉等为数甚少的日用生活

消费品。如今，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进入世界

前列，2018年原煤产量为36.8亿吨，比1949年增

长 115倍；粗钢产量为 9.3亿吨，增长 5799倍；水

泥产量为 22.1亿吨，增长 3344倍；化肥产量为

5424.4万吨，增长9040倍。2018年，我国汽车产

量为2781.9万辆，连续多年蝉联全球第一。[8]

定性判断在一定意义上具有较强的思想性、

理论性，学生若不具备充足的知识储备或缺乏理

论素养往往对定性判断感觉枯燥难懂。教学实

践表明，量化的数据鲜活、直观，较之于定性判断

更容易被学生理解。不仅如此，通过数据对比，

可以使学生直观感受中国经济社会的历史巨变、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轨迹，从而深刻体认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增强自信心。

二、凸显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与革命传统

教育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指出：“自觉地继

承和发扬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

革命传统，进一步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1](P2)中国近现代历史巨幅画卷

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素材和精神资源，孕育了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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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伟大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革命传统。在

“纲要”课教学中凸显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与革命

传统教育是重要的价值引领目标。

1.“纲要”课教学要凸显民族精神和时代精

神教育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重要基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

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指出：“充分利用我国改革发展的

伟大成就、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活动、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国家公祭仪式等组织开展主题教育，弘

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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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P482)

中国近代史既是一部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给

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屈辱史、苦难史，也是

中华民族不断反抗外敌入侵的抗争史，不断追求

近代化的探索史。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我

们进行历史教育，“并不是要耽搁在历史的苦难

上唉声叹气，而是要从历史中塑造民族精神、民

族魂，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规律，激励人民

继续前进的信心和勇气”。[10]在近代中国反抗外

敌入侵过程中所涌现出来的民族英雄、爱国事迹

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由

屈辱走向辉煌的精神动力。为了摆脱殖民统治，

实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先进的志士仁人付出了

巨大的牺牲。无论是三元里人民自发的抗英斗

争，还是义和团英勇反对八国联军的爱国壮举，

还是爱国官兵的反侵略战争，都捍卫了中华民族

的利益，展现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高贵品质。

正是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才使得近代中国没有

完全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关于义和团运动

反侵略的历史意义，瓦德西在向德皇威廉二世的

报告中承认：“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

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故

瓜分一事，实为下策。”[11](P84-85)抗日战争时期，面

对日本的疯狂侵略，中华民族地无分南北，人不

分老幼，不分党派、不分民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旗帜下，同仇敌忾，浴血抗战，捍卫了国家主

权和领土完整。作为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

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促进了中华民族精神的觉醒，形成了

伟大的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

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

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

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抗日战争的历史

告诉我们，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大力

弘扬爱国主义、凝聚激发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

干成事、成大事重要的精神动力。

近代中国在反侵略战争中表现出来的爱国

主义精神，铸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魂。习近平指

出：“像戚继光抗倭、冯子材抗法、鸦片战争、甲午

海战、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这些历史，都要深

入挖掘其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引导我国人民

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

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12] (P108)鲁迅指

出：“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

中国才有真进步。”[13] (P222)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

从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到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林则徐“苟利

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到秋瑾“他年成

败利钝不计较，但恃铁血主义报祖国”，都是以爱

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积累了

大量的精神财富，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和作风。

在战争年代，形成了如五四精神、红船精神、井冈

山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

精神、沂蒙精神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了

红旗渠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焦裕禄精神、

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塞罕坝精神、西迁精

神等；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则形成了如抗

洪精神、奥运精神、航天精神、女排精神等。民族

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呼应，共同形成伟大的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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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精神。

2.“纲要”课教学要重视革命传统教育

《意见》指出：“加强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教育，深化中国共产党史、中华人民共和

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教育，

继承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9](P482)中国近现代

史特别是党史、新中国史所蕴含的理想信念、革

命精神与优良作风，是中国共产党价值追求的重

要体现，是“纲要”课实现对大学生价值引领的重

要内容。

习近平指出，要“继承五四运动以来的革命

文化传统，通过多种方式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

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人们树立和坚持正确的

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

的骨气和底气”。 [14] (P203)习近平在韶山瞻仰毛泽

东故居时强调指出，“革命传统资源是我们党的

宝贵精神财富”，“要把这些革命传统资源作为开

展爱国主义和党性教育的生动教材”。[15]在西柏

坡考察时指出：“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

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

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添很多正能

量。”[16]关于长征及其体现的长征精神，习近平指

出，“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长征的

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的胜利，是中国共产

党人信念的胜利”。 [17](P3-4)“伟大长征精神，作为

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重要组成

部分，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

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成为鼓舞和

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

强大精神动力。”[17] (P9)习近平在视察中共中央北

京香山革命纪念地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缅怀这段

历史，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革命到底

精神，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坚持立党

为公、执政为民的革命情怀，就是要继承和发扬

老一辈革命家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

优良作风。[18]

在“纲要”课教学中开展民族精神、时代精神

与革命传统教育，教师要充分发掘、提炼中国近

现代历史中蕴含的体现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与革

命传统的教育教学资源；在课堂教学中使用典型

的教学案例凸显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重视以坚定的理想信念、为民情怀、优良作风为

主要内容的革命传统教育；系统梳理当地革命纪

念馆、近现代历史遗迹遗址等，组织编制“红色文

化教学地图”，精心设计如“五四火炬”“红色星

火”“青年使命”“抗日烽火”“进京赶考”红色实践

考察路线等，有效利用当地红色文化资源进行实

践教学。教学实践证明，在“纲要”课教学中重视

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与革命传统的价值引领，深

入开展相关专题教育，对学生升华思想境界、陶

冶道德情操、完善优良品格、培养浩然正气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如此，民族精神、时代精

神与革命传统教育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对凝聚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

大精神力量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三、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树立科

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纲要”课既不同于高中阶段的“中国近现代

史”课程，也不同于大学历史学专业的“中国近代

史”“中国现代史”课程。它的主要任务不仅仅是

传授相关历史的基本知识或专业知识，而是以历

史知识为载体，着重进行历史观、价值观的教育，

使大学生在高中阶段学习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

对近现代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因

此，“纲要”课不能简单停留在对历史知识以及历

史现象的讲解上，应该把科学历史观、方法论的

传授贯穿整个教学过程，重视分析历史现象背后

的历史逻辑。《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指出：“要

警惕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提高运用科学的历史

观和方法论分析和评价历史问题、辨别历史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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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1](P3)因此，坚持并传授

科学的历史观、方法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纲

要”课教学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和要求，也是“纲

要”课教师承担的责任和使命，是“纲要”课教学

价值引领的重要目标之一。

1.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增强学生

明辨是非的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深刻阐明了历史虚

无主义思潮的本质和表现、目的和危害，强调要

警惕和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他指出：

“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

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

从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中可以看出，历史虚无主

义思潮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14](P32)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质疑中

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正义性，诋毁中国人民的反

帝反封建斗争，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

大成就。具体表现在：过分渲染中国反帝反封建

革命的破坏性作用，过高评价所谓资产阶级“启

蒙”的建设性意义；把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选择社

会主义发展方向视为误入歧途；在所谓“告别革

命”的基础上否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义性

与合法性；否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

砥柱作用；割裂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

系；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抹黑、丑化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及革命英烈，

等等。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往往以所谓“学术研究”

“档案揭秘”等面目出现，具有很大的迷惑性。这

些错误思潮在一定范围内误导民众，在一定程度

上消解人民群众对党的崇敬感、光荣感，严重影

响党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在当代大学生

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因此，在“纲要”课教学中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必须

“牢固树立正确历史观，既不能割断历史，也不能

虚无历史，坚持做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

决不能丢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决不能

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决

不能动摇”。[14](P33)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持续关注各种媒体上

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通过师生交流、调查问卷，

及时发现学生中存在的或带有苗头性的历史虚

无主义观点，对其中有代表性的错误观点，深入

进行专题研究、集中攻关，摆事实、讲道理，有针

对性地予以批驳。通过学理阐释、课堂讨论、线

上线下交流，厘清错误根源，批驳错误观点，澄清

模糊认识，形成科学认知，帮助青年学生树立科

学的历史观，从而增强其辨别是非的能力。

2.提高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分析和

评价历史问题的能力

在“纲要”课教学过程中，面对纷繁复杂的历

史现象和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教师必

须熟稔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

理，做到历史地看问题、全面地看问题，不断提高

学生分析和评价历史问题的能力。关于辩证思

维能力已有专文阐释，在此不做赘述。[19]

一是要历史地看问题。历史地看问题就是

要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放到特定的时空背景

中进行考察，相关评价要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环

境结合起来，避免所谓的“后见之明”。历史是客

观的，谁也不能任意选择、任意打扮、任意篡改。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 120周年座谈会上指

出，“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20](P12)

以对1927年至1937年国共两党之间战争的评价

为例，有人质疑共产党人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

必要性、正义性和进步性，否定这一时期中国共

产党革命的合法性。针对这种错误观点，首先要

讲清楚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斗争是被

蒋介石、国民党逼迫的结果，从而阐明国民革命

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的必要性。毛泽东

指出：“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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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

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

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

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

击。”[21] (P378)其次，通过深入剖析国民党及其南京

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

级利益集团的反动性质，进一步阐释中国共产党

进行革命的正义性和进步性。“历史有一个最大

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具有既定的不可更改的客观

实在性。也就是说，它已经发生了，已经成为既

定的历史事实了。既然事情已经发生，是这样的

结果而不是那样的结果，它一定有其‘所以然’的

历史原因。”[22]

二是要全面地看问题。全面地看问题就是要

求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方方面面，把握事物存在

和发展的种种联系，把握事物对立统一的辩证关

系。列宁指出：“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

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

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

这一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

化。”[23](P294)在“纲要”课教学中必须对所述历史事

件进行多面相的考察，重视全面性、避免片面性。

以对五四运动前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为例，新

文化运动对以封建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封建文化

的批判，一方面使中国封建伦理思想、道德观念、

行为原则逐渐丧失神圣的光环；另一方面则为民

主科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扫清了道路，提

供了可能。对此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毛泽东

予以高度评价：“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

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24] (P700)“一班新人物

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

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25] (P831)毛泽东在肯定

其反封建思想解放意义的同时，也客观指出了其

缺点和局限，“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

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

是资产阶级的方法”。 [25](P831-832)“他们对于现状，

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

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

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

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

展。”[25](P832)毛泽东对新文化运动的客观评价体现

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全面看待历史问题

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关于五四运动的内涵界定，习近平在纪念五

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五四运动

是“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伟

大社会革命运动”，“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

运动”。[26](P2)作为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

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改

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

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

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在文化领域，五

四运动以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

促使了旧文化的解体，民主、科学等价值理念的

弘扬、文学革命以及白话文的推广改变了中国文

化的格局，推进了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在思想

领域，五四运动促使先进的中国人从“取法西洋”

转而到“以俄为师”，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成为新文

化运动的主流。在政治领域，五四运动使具有初

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

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催生

了中国共产党。

由上可见，在“纲要”课教学中要教会学生历

史地看问题，全面地看问题，用历史唯物主义和

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剖析复杂的社会历史现

象。唯其如此，才能在施教的过程中，做到既能

符合客观历史实际，呈现客观真实的历史，授人

以鱼；又能做到符合课程教学目标，集中体现用

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授人以渔。

总之，实现价值引领是“纲要”课教学的内在

要求，明确价值引领目标是“纲要”课教学的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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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在教学过程中实现价值提升是检验教学效

果的重要标准。在“纲要”课教学中深入学习习

近平关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

发展史的重要论述，对于深刻领会“纲要”课的教

学价值引领目标，提升教学能力，实现价值引领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应以习近平的相

关重要论述为指导，明确“纲要”课的价值引领目

标，在教学中坚持大历史观，重视定性判断与定

量分析相结合，坚持历史比较的方法，充分发掘

中国近现代历史特别是党史、新中国史所蕴含的

红色基因和精神资源，重视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

法论分析复杂的历史现象，切实提升“纲要”课教

学价值引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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