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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高度重视培养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对加强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以下简称“纲要”)作为全国高等学校本科生必修

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之一，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

重要渠道，十八大以来关于“纲要”课程建设与教学

工作备受关注，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期刊乃学

术之载体，关于“纲要”课程与教学研究的现状、热点

及问题可在期刊所载论文中窥见一斑。本文以中国

知网数据库(CNKI)为依托，采用文献计量学的研究

方法，以较为详实的数据分析，呈现十八大以来“纲

要”课程与教学的学术研究概况，探索新形势下“纲

要”课程与教学研究的热点，剖析目前相关研究中存

在的问题。

一、样本、指标与方法

(一)分析样本

本次研究样本以中国知网为基础数据库，通过

中国知网—期刊—高级检索页面，将“检索条件控

制”的“主题”依次设定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纲

要”“史纲”，“发表时间”输入为2013年至2017年，由

此获得所有在统计期间内刊载与“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纲要”“史纲”这些主题词相关的文章。在此有

两点需要说明：其一，为使样本更符合研究的需要，

也更具代表性，对所得样本逐一核查，将其中的会议

论文、学习体会、新闻宣传类短文、访谈类短文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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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文献、非相关文献等予以排除；其二，由于在检索中

使用的是中国知网“主题”检索，故样本中存在相当一

部分论文在题目中并未直接体现出与“纲要”课程与

教学的绝对相关性，但是这部分论文在论证中仍与

本研究对象呈现出一定的相对相关性。

(二)考察指标

样本数据库的建立只是整个计量分析过程的基

础环节，要对所选数据进行计量模型构建，必须设置

能直观反映文献多方面特性的研究指标。本次研

究结合研究样本的特征及研究目的设置了多个一

级指标，包括“研究主体特质差异指标”“研究样本

特质差异指标”“十八大以来关于‘纲要’课程与教

学研究热点”。为使研究更加精确，在每一个一级

指标项下设置了多个二级指标：其一，“研究主体特

质差异指标”囊括了作者个人学术影响力、研究机

构分布；其二，“研究样本特质差异指标”项下设置

了样本文献来源、样本文献发文期刊分布情况等二

级指标；其三，在“十八大以来关于‘纲要’课程与教

学研究热点”项下对样本文献关键词分布进行描述

并加以分析，以此探索十八大以来关于“纲要”课程

与教学研究热点。

(三)统计方法

在确定文献样本数据库和各类研究指标的情况

下，本文充分利用了 Office 办公软件 (Excel 软件、

SmartArt软件)在处理数据方面的强大功能，借助筛

选、排序等功能控制数据的抽取和比对，并通过制图

将数据转化为静态或动态的图形、图像，使得隐性知

识显性化，从而相对快速地分析、理解数据，发现规

律。此外，本文还利用SATI3.2软件抽取样本文献的

关键词、机构、第一作者单位等，并统计其频次。在

分析研究热点时，本文基于SATI3.2软件获得的关键

词共现频次，利用UCINET6.0软件对样本文献的关

键词共现进行网络图谱绘制和中心性可视化分析。

二、研究主体及样本的特质分析

十八大以来，“纲要”课程与教学研究在文献计

量学视角的透视下表现出诸多规律性特质，本文主

要从研究主体特质及研究样本特质两个面向加以分

析。研究主体特质主要从作者学术影响力及研究机

构展开；研究样本特质主要从样本本身出发，对样本

文献的年度分布情况、发文期刊分布情况和影响力

等方面进行差异化分析，以揭示样本本身所蕴含的

规律。

(一)研究主体特质差异指标

在 972篇样本文献中，共提取到 760位作者(只
包含第一作者，未考虑同名不同人情况)，平均每位

第一作者发表1.28篇论文。在研究样本文献的作者

分布情况时，本文拟引入以论文生产量划分高产作

者和低产作者的普赖斯定律[1]。根据普赖斯定律，高

产能力作者的数量约等于全部作者数总数的平方

根，那么本次样本文献中前28位( 760 ≈27.57)为高

产能力作者，其中有 8人的发文数并列第 28位，因

此，这 972篇样本文献中，高产能力作者共有 36人，

详见表 1。这些高产能力作者占第一作者总数的

4.73％，但发文数达 131 篇，占样本文献总数的

13.48％。

1.作者学术影响力

衡量作者学术影响力差异可通过发表文章的被

引用频次和被下载频次两个指标直观地体现出来。

“对他人的学术论文进行引用，是学术研究传承的具

体表现。学术论文被引用的频次能揭示其学术影响

力，引用越多，表明其对学术交流和研究产生的作用

越大。”[2]而下载频次则往往与作者的知名度以及研

究主题的契合度相关。[3]一般来说，被引频次较高的

论文通常被下载频次也较高，但被下载频次较高的

表1 高产能力作者分布表

名次

1
2
3

11

作者姓名(按姓氏首字母顺序)
王鑫宏

简姿亚、范连生

范大明、张春波、马立新、杨鹏、裘斌、左伟尘、王万江

龚雪敏、宋进、张敬军、王庆华、刘朝辉、韦建益、邵艳梅、钟声、唐韵娣、王斌、崔杰、刘薇、

贺菊莲、司岩梅、钱耕耘、张海军、张瑾、陈浩、覃敏良、康桂英、王令金、张玲、白艳秋、谢

菲、李慧、涂雪峰

论文篇数

15
5
4

3

总计人数

1
2
7

26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统计结果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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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其被引频次却不一定较高，两者之间仅存在相

对关联性。[4][5]不过，被引频次更新具有一定的滞后

性，而被下载频次则可更直接地显示期刊文献被读

者参考的情况。因此，对于一篇文献影响力的评价

必须综合地、具体地观察这两项指标。本研究为得

到更科学严谨的数据结论，在统计图 1样本文献高

引作者(前20名，存在并列的情况)被引频次和图2样
本文献高下载作者(前 20名，有并列)被下载频次的

过程中，样本文献涉及2人及以上合著的，均只统计

第一作者。将图1、图2所涉作者进行关联对比不难

发现，两图之间存在较高的竞合关系，李松林、刘薇、

李朝阳、李方祥、范连生、刘国军、杜志章、吴昌盛、曹

均学、易彪等10位作者均名列两类统计中。

此外，如果综合分析图 1和表 1，可知高产能力

作者与样本文献高引作者仅有三位重合，分别是刘

薇、范连生、贺菊莲；综合分析图 2和表 1，可知高产

能力作者与样本文献高下载作者也仅有四位重合，

分别是范连生、刘薇、王鑫宏、覃敏良以及王庆华；

综合图 1、图 2以及表 1，重合作者有且只有两位，由

此可见作者的生产能力与其学术影响力并无绝对

相关性。

2.研究机构分布

关于研究机构的统计，为避免评估不当，只统计

每篇文献的第一署名单位。本次研究从972篇文献

中，共提取 710个研究机构，表明十八大以来关于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与教学研究受到了学界的

广泛关注，大量科研机构参与研究并发表成果。从

这些科研机构的结构来看，其中仅有 5篇来自科研

单位，其余均属于高等院校。这一结果是由本研究

对象所决定的，“纲要”是全国高等学校本科生修学

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因而关于该门课程的建设与教

学研究的主体也主要来自高等学校，科研单位和党

政部门相对较少甚至为零。另据统计，在样本文献

中，第一署名单位为“985”“211”大学的论文共 63
篇，所占比例仅为6.48％，绝大部分论文的作者来自

一般大学。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除了“985”“211”大
学的数量客观上要少于一般大学之外，也与“985”

“211”大学在“纲要”课程与教学研究方面投入精力

不足直接相关。[6]

从这些科研机构的地区分布来看，样本文献来

源机构数量排在前十位的地区依次是北京、上海、湖

南、广东、湖北、陕西、江苏、贵州、安徽、广西。其中

北京、上海、广东三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教育资源

丰富，高校众多，在相关研究方面投入量大，产出也

较多，而湖南、陕西、贵州、安徽、广西等中西部省份

尽管高等教育水平相对落后，但相关科研产出也有

不俗表现。这一方面是因为“纲要”课作为思想政治

理论课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实践较为成功，教学水

平提升及经验累积带动相关科研的开展；另一方面

也与当地有着较为丰富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资源

相关。这些地区大多为革命老区，红色资源丰富，为

“纲要”课程和教学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开发、利用的

素材，推动了当地科研机构的相关研究。

(二)研究样本特质差异指标

1.样本文献年度分布

近年来，由于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纷纷设立马克

思主义学院，“纲要”教师队伍迅速膨胀。一方面在

职称考核、业绩考核激励下，“纲要”教学研究论文大

量涌现；另一方面，随着教学实践推进，教学心得凝

练、教学方法总结以及教学思路设计等也催生了众

多教学研究论文。如下页图 4所示，自 2006年“纲

要”课程全面铺开，样本文献数量逐年攀升，直到

2013年达到峰值以后才有所回落。2013年是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这一年，为了

及时将党的十八大精神有机融入课堂，相关研究成

果颇丰。此外，对于 8年“纲要”课的教学实践进行

图2 样本文献高下载作者(前20名，有并列)被下载频次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统计结果整理绘制。

图1 样本文献高引作者(前20名，有并列)被引频次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统计结果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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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总结的迫切需要也使 2013年的研究成果在量

上更为突出。十八大以来，每年都有一定量的相关

论文见刊，这反映了随着“纲要”课程开设时间的增

长，教学水平逐渐提升，教学研究的论文在量上也进

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是自 2005年全

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以来，

时隔11年再次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在高校师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带动了这一年“纲

要”课相关研究发文量的增长。

2.载文期刊分布情况

通过对本次972篇样本文献的来源期刊进行统

计发现，样本文献的来源期刊共有 350种。为了考

察“纲要”课程与教学研究的主要学术阵地，本文尝

试引入分析科技期刊载文规律的布拉德福定律，将

来源期刊划分为核心区期刊、相关区期刊和离散区

期刊三大类。具体而言，首先以期刊载文数量为标

准将来源期刊进行降序排列，然后把期刊分为核心

区、相关区和离散区，这三个区域的论文数量必须大

致相当，如若划分结果使落在三个区域的期刊数之

比(核心区期刊数：相关区期刊数：离散区期刊数)为
1∶n∶n2，则期刊分布规律符合布拉德福定律，n即为

布拉德福离散系数，载文数大于 n的期刊即为相关

研究的重要来源期刊。笔者在避免出现载文数量相

同的期刊却分属不同区块的情况下，尽可能使每个

区域文献容量大致相等，由此将本研究样本文献来

源期刊加以划分，结果见表2。得到的3个划分区域

的期刊数比例为 21∶79∶250=1∶3.76∶11.9，显示样本

文献来源期刊的分布规律大致符合布拉德福定律，

布拉德福离散系数为 3.76。由此，我们判定样本文

献发文期刊载文数量4篇及以上的期刊是相关研究

的发文重点期刊。统计显示，载文数量 4篇以上的

重点期刊涵盖了属于核心区的全部 21个期刊(载文

数量≥9)以及属于相关区的 44个期刊(见下页表 3)，
总计 65个，发文量共计 563篇，占样本文献总量的

57.92％。

3.样本文献质量检视

本文采取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

所推出的评价体系，CSSCI来源期刊(含扩展版)、一
般期刊两大类别为依据，对十八大以来的“纲要”课

程与教学研究论文进行统计。在检索的972篇样本

文献中，来自CSSCI来源期刊(含扩展版)的文献仅为

51篇，所占比例约为 5.2％；出自普通期刊的文献为

921篇，所占比例约为94.8％，两者差距显著。可见，

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与教学相关的研究的

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在65个重点期刊中，仅有《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思想理论教育》《思想教育研究》《学校党建与思想

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属于CSSCI来源期刊(含
扩展版)，发文量共计 75篇，仅占样本总量的 7.7％，

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目前“纲要”课程与教学研究的

高质量论文数量较少。不过，相比之下，这 75篇论

文的影响力却没有因其数量上的不足而受削弱，其

下载量占全部样本文献总下载量的 18.8％，其引用

量占全部样本文献总引用量的25.0％，对比发文量、

下载量和引用量三组数据，可知CSSCI来源期刊(含
扩展版)在学术影响力上远远超过了其他期刊。

图3 研究机构数量的地区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统计结果整理绘制。

图4 样本文献的年度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知网搜索的数据整理绘制。

表2 布拉德福系数划分表

分区

核心区

相关区

离散区

论文数

333
335
304

期刊数

21
79
250

载文数

≧9
≧3且≦9

＜3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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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大以来关于“纲要”课程与教学研究热点

关键词是作者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的凝练，是

论文内容的索引，能够反映文章的核心内容和研究

主题。对关键词词频统计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人文

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文献的研究主题，但却无法挖掘

主题之间的关联性，从而无法较好地实现对研究主

题的识别、归类，进而无法有效地揭示某个领域学术

研究的现状与趋势、学科增长点与突破口。为解决

这一问题，本次研究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起

来，在对十八大以来关于“纲要”课程与教学的文章

进行主题分类之后，对关键词的词频进行统计，二者

结合起来以揭示“纲要”课程与教学的研究热点。

(一)样本文献关键词词频分析

1.样本关键词的分布情况

对972篇样本文献的关键词进行抽取和词频统

计，发现这 972篇文献数据中共含有 1357个关键

词，①总共词频为 2905次，平均词频为 2.14次，平均

每篇文章(1357/972)1.4个关键词，关键词词频最高

的是“教学”，共出现 89次，其次是实践教学，频次

75。出现频次为1的关键词共有1026个。从表4的
统计中可以看到关键词的标准差为 5.25，与关键词

的均值 2.14相比差别较大，这说明关键词的分布较

为分散。

在高频词的筛选上，本次研究尝试引入齐普夫第

二定律，该定律主要是用来统计文献中高频关键词和低

频关键词的分布状况及其相互关系，在具体操作上通过

计算公式n=(-1+ 1 + 8*N ) 2 ，其中N词频数为 1的

关键词数量，本文为 1026，计算出高频关键词与低

频关键词的临界点 n的值(储节旺等，2015)[7]。经计

算，本次研究中高低频关键词之间的临界点值为

45，即高于 45的值为高频关键词，低于 45的为低频

表3 重点期刊及载文数

说明：相关区域期刊是载文数≥3且＜9的期刊，而重点期刊是载文数≥4的期刊，因此仅有部分相关区域期刊属于

重点期刊。限于篇幅，本表只呈现属于核心区域的全部重点期刊以及部分属于相关区域的重点期刊。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统计结果整理绘制。

核心区域的全部期刊

教育教学论坛

学理论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大学教育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才智

黑龙江史志

思想教育研究

北京教育(德育)
高教学刊

世纪桥

思想政治课研究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亚太教育

知识经济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新西部(理论版)
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法制与社会

载文数

41
37
31
20
17
17
15
14
14
13
12
12
11
11
11
10
10
10
9
9
9

相关区域的部分重点期刊

教育观察(上半月)
思想理论教育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经济研究导刊

新课程研究(中旬刊)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西部素质教育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

现代商贸工业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传承

科教文汇(上旬刊)
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杜会科学版)

教育现代化

南方论刊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教书育人(高教论坛)
科教导刊(中旬刊)

载文数

8
8
8
8
7
7
7
7
7
7
6
6
6
6
6
5
5
5
5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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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依照此种方法，在本次研究样本的所有关

键词中，频数大于45的高频词有教学、实践教学、教

学改革、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

本研究同时引入第二种方法即经验分析法来确

定高频词与低频次的临界值 (肖明，2010[8]；祝捷，

2017[9])。根据第二种方法，本次研究将关键词词频为

前55名的关键词划为高频关键词，得到63个关键词

(关键词词频≥4)，具体分布见下页表5。
2.高频关键词共现分析

在对样本文献关键词的分布情况进行研究的基

础上，本文拟对已筛选出的63个高频关键词进行共

现分析，以挖掘 2013-2017年“纲要”课程与教学研

究的热点问题。如图 5所示，两中心点之间的线段

越粗表示两个关键词共现的频率越高，经统计和筛

选，共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组合前十名依次是“中国

近现代史纲要+教学”(89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实践教学”(75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改革”

(70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实效性”(49次)、“中国

近现代史纲要+大学生”(31次)、“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教学方法”(30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模

式”(29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专题教学”(22次)、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国梦”(22次)、“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爱国主义”(19次)。(详见图5)
(二)“纲要”课教学研究的学术热点解析

通过对样本文献研究主题的逐一梳理及对上述

高频关键词词频的归纳分析，可将十八大以来“纲

要”课教学的研究热点归纳为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

教学内容、课程功能等三大范畴。

1.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

十八大以来关于“纲要”课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

法研究是学界的热点。在本次检索的972篇学术文

章中，关于“纲要”课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研究的文

章数为516篇，所占比例约为53.0％，这一结论也可

以从高频关键词的统计分析中得到印证。在用经验

分析法得到的高频关键词中，“教学方法”“教学模

式”出现的频次分别为 30、29，位居高频关键词前

列，其后的“教学实效性”“专题教学”“运用”“课堂教

学”“途径”“体验式教学”“教学设计”“专题式教学”

“研讨式教学”“参与式教学”“互动式教学”等高频关

键词都涉及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的问题。根据对文

献的逐一梳理和对有关高频关键词的参考，可知学

界对于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的研究分为两类：

其一，针对“纲要”课某一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进行研究，具体而言，主要有实践教学模式、体验式

教学模式、专题式教学模式、研究性教学模式、互动

式教学模式、“五个一”实践教学模式 [10]、参与式教

学，情境式教学、情感教学法、生活化教学法，等等。

对这些具体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的探讨大多遵循重

要性、存在的问题、具体路径的思路展开。另外，还

有一些研究将重点放在其他学科的方法移植到“纲

要”课教学的可行性与必要性的问题上，如有学者探

讨国际上广泛应用的医学教育的教学方法——PBL
教学法，是否适用于“纲要”课教学以及如何将其运

用到“纲要”课教学之中的问题(杜志章，2013)[11]。
其二，从总体上对“纲要”课的教学模式和方法进

行论述。对于这一方面，学者主要是以“纲要”课教学

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为出发点，以增强“纲

要”课实效性为落脚点，认为：“当前‘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课教学面临国内外环境以及教学对象新变化等诸

多挑战，在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创新、实效性提升等

方面依然有诸多问题亟待进一步研究与探讨。创新

教学理念，改革‘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育教学的路

径与模式，提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实效性意

义重大”[12]。

表4 关键词描述统计表

频次

N
972

极小值

1
极大值

89
总和

2905
均值

2.53
标准差

5.25
方差

27.54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统计结果整理绘制。

图5 关键词共现网络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统计结果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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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内容

对于教学内容进行研究是促进课程建设的一项

重要内容，在本次检索的972篇学术文章中关于“纲

要”课教学内容研究的文章数为386篇，所占比例约

为 39.7％。高频关键词中“爱国主义”“中国梦”“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爱国主义

教育”“红色文化资源”“教学内容”“历史人物”“历史

教育”“地方历史资源”“民族精神”“历史文化资源”

“地方史资源”均属于教学内容的范畴。据此可将学

界对“纲要”课教学内容的研究分为三类：

其一，将相关的思想政治理论和道德品质教育

融入教学内容之中。目前，学界比较关注的是在教

学内容中如何体现以及如何实现中国梦、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教育，其中具有

代表性的有：徐奉臻 (2015)、朱新屋 (2017)、张菊香

(2013)关于“纲要”课如何实现中国梦“三进”的分

析，[13][14][15]谢菲(2013)、曹均学(2016)关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入“纲要”课的路径分析，[16][17]杨积少关于

“纲要”课爱国主义教育切入点的分析[18]，等等。

其二，将特色历史文化资源整合进“纲要”课教

学内容之中。十八大以来学界集中讨论的是如何将

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和红色文化资源整合进“纲要”课

的教学内容之中。绝大多数学者在讨论将这两种资

源运用于“纲要”课教学内容时，首先都强调了前者

在“纲要”课教学中的价值，学界认为这主要体现在：

丰富“纲要”课教学的内容、转化“纲要”课活语体系、

培养学生爱国爱家乡的情感(艾萍，2016)；[19]激发学

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素质 (张瑾，

2015)；[20]增强学生对地方的归属感(杨若飞，2016)；[21]

能够增强学生学习历史的直观感受和学习兴趣，让

学生在了解历史知识、把握历史规律的同时，树立正

确的历史观和人生价值观[22]。

其三，“纲要”课具体教学内容的研究。有学者

根据“纲要”课教材，针对具体教学内容分别探讨了

相应的教学重点或教学思路。如关于“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的十年”的相关问题，有学者指出“在开始全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统计结果整理绘制。

表5 高频关键词(词频≧4)
关键词

教学

实践教学

教学改革

思想政治理论课

实效性

大学生

教学方法

教学模式

教学实效性

思想政治教育

专题教学

中国梦

爱国主义

运用

思政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课堂教学

高校

“纲要”课

历史虚无主义

教学效果

频次

89
75
71
56
49
31
30
29
26
26
23
23
19
19
18
17
17
17
15
14
14

关键词

思考

爱国主义教育

途径

微课

体验式教学

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

探索

方历史文化资源

融入

“中国梦”

历史人物

民族精神

教学体系

专题式教学

地方历史资源

历史逻辑

有效性

红色资源

创新

教材体系

频次

13
12
11
9
9
9
9
9
9
8
8
8
8
8
8
7
7
7
7
7
7

关键词

社会实践

研讨式教学

地方史

红色文化资源

主体性

教学实效

问题意识

实践

辛亥革命

价值

中国共产党

十八大精神

民族高校

马克思主义

问题导向

地方红色文化

地方史资源

历史人物评价

历史文化资源

参与式教学

互动式教学

频次

5
5
5
5
5
5
5
5
5
5
4
4
4
4
4
4
4
4
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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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历史的研究和教学中，必须正

确把握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脉络，正确认识这一时

期的探索成果和巨大成就，理性分析十年探索中的

曲折与失误。惟其如此，才能全面、客观地认识这十

年的历史，才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源与

流有更加清晰的认识”[23]。

3.课程功能

十八大以来关于“纲要”课课程功能的研究相比

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而言，在数量上有很

大差距，仅有 25篇，所占比重为 4.1％，但是相比其

他相关主题的文章在数量上仍具有一定优势。与

“纲要”课课程功能相关的高频关键词主要包括“思

想政治教育”和“历史虚无主义”两项，事实上，在对

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过程中这一结果也得到了印

证。十八大以来，学界对于“纲要”课课程功能的探

讨主要是从其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展开的：“纲要”

课可以帮助大学生掌握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过

程，正确认识国情；激发其爱国热情，增强其民族自尊

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大学生对四项基本原则的

认识，提高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自觉性，从而自觉拥

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帮助大学生树立更加坚定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24]除此之外，还有学者

结合当下的现实问题，探讨“纲要”课对于抵御历史虚

无主义思潮的作用，认为历史虚无主义与“中国近现

代史纲要”课教学存在着尖锐对立。“纲要”课教学方

面存在的问题是历史虚无主义得以乘虚而入的重要

原因。我们要深刻认识其危害，深化教学改革，防止

历史虚无主义对大学生思想的渗透、侵蚀。[25]

四、十八大以来关于“纲要”课程与教学研究中

存在的问题

十八大以来的学术研究成果多集中在课程与教

学的内容、方法和功能三个方面，有些研究领域仍然

未被涉足或涉足不深，已涉足领域的研究成果也存

在诸多问题，总体而言，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既有研究成果重经验总结，轻理论探讨。

现有研究成果对“纲要”课课程与教学的研究，无论

是内容的构建、方法的改进还是功能的开发，大多还

仅仅停留在经验总结的层面，而真正从理论高度来

阐述“纲要”课课程与教学的学术文章并不多见。就

教学内容而言，如果说历史线索是骨骼，历史知识是

血肉，那么历史观则是灵魂。已有研究成果在历史

线索的梳理和历史资源的挖掘上有一定的进展，但

这种梳理和挖掘往往没有相应的历史观和理论作为

支撑，而忽视了课程与教学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

用和正确历史观的树立；就教学方法而言，学术界较

多地关注“如何做”的问题，回避了理论上“何以能

做”的问题。理论的高度决定着研究的深度，由于缺

乏理论的支撑，相关研究难以形成宏观的研究思路

和研究框架，最终流于琐碎、流于表面。“纲要”课是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之一，其所依托的一级学科是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二级学科是中国近现代史基

本问题研究学科。它的课程性质和学科属性，决定

了对这门课程和教学的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同时结合历史学、教育学的相关理论作为其补

充。因此，在研究过程中，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

观、历史学和教育学相关理论出发，构建一种相对严

整、逻辑自洽的研究框架，增强研究的系统性和整体

性，推进相关研究向纵深发展。

其次，现有研究成果突出了历史，淡化了政治。

近五年来，学界重视历史资源在“纲要”课课程与教

学中的作用，突出“纲要”课的历史性，而忽视了其政

治性，也有部分学者对时政热点融入“纲要”课程与

教学进行了探讨，但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待提

高。“纲要”课的教学目的不是全面系统地传授中国

近现代的历史知识，而是通过对中国近代以来抵御

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

解放的基本史实的讲解，明确和突出“四个选择”，即

中国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社会

主义道路和改革开放，而这“四个选择”既是中国近

现代史的基本问题，更是与当代中国政治紧密相连

的重大问题。从这一角度看，“纲要”课是一门带有

历史特点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因此，对“纲要”课课程

与教学的研究应是历史叙述与价值判断的统一，是

历史性与政治性的统一，甚至应该更加旗帜鲜明地

突出后者。一方面，对“纲要”课课程与教学的研究

应根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形势、新要求，继续探究

如何推动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教

材、进课堂、进头脑；另一方面，应加强对中国共产党

系列基本文献融入“纲要”课路径的探究，党的历史

由于其时段和地位，是中国近现代史中浓墨重彩的

一笔，而党的文献与党的历史相随相伴，它们从一个

非常重要的方面记录和反映了党的产生和发展，党

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丰富的思想理论和波澜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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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的社会实践及宝贵经验。

最后，既有研究成果的视野还有待进一步拓

展。“纲要”课课程与教学中具有研究价值的问题除

了“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外还有很多，

如受众、环境、情感、载体、话语体系、教育观念，等

等。而就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

与教学的研究成果而言，主要是围绕“教学内容”“教

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三个方面展开的，这显然并不

全面。随着教学实践的开展，受教育群体呈现出获

取历史知识渠道日益复杂多样及对历史的认知易于

碎片化、表面化等新特点，要求“纲要”课课程与教学

创新话语体系、革新教育观念、培育问题意识、协调

教育中各要素的关系，这些都是可资探讨与研究的

方向，有待我们进一步开发与探索。

十八大以来，学术界关于“纲要”课程与教学的

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的态势，但是相关研究的理论

性、政治性相对淡化，研究视野较为狭窄，有待学界

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纲要”课程与教学的研究仍是

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鉴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国近现代史”这类

关键词与本研究内容完全重合，分析中难以发挥作用，

本研究予以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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