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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机制的构建及其实践，在导入中华民族精神的

传统文化时，借助地方历史资源做为融入载体，运用这种具化的物质、精神文化载体的传递与熏陶，达到良好的文化认知

与文化接受的效果，形成心理认同与民族认同，提升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最后形成核心价值观与核心竟争力，增强国家

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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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means of the Chinese nation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the“Chinese near modern history outline”
and its practice，teaching mechanism of the use of present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nation's traditional culture，by using

local history resources as a carrier， using this kind of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ulture carrier transmission and edification，

achieve the result of good cultural cognition and accept， form the psychological identification and value identification，

promote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cultural consciousness，and form the core values and the core competitive power，enhance

the national cultural soft power，to realiz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strategic task of the Chinese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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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

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是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

的重要的思想源泉。特别强调中华传统文化体现

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

的重要精神养料，是我们屹立在世界民族文化的

重要根基。因此，我们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培育中华民族

精神与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一步，纲要课程本

身叙事范式则体现中华民族传统的渗透。因此，

本文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教学相关问题做一研究视角，以期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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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开辟新的路径，从

而达到文化认知与心理接受，至而实现价值认同

与民族认同，提升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任务。
一、背景：一个文件

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相继提出完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精神，习近平系列讲话

中也曾多次强调加强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和升华，开启中华文化基因，弘扬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为了贯彻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精神，今

2014年3月教育部印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指导纲要》，为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提供切实可

行的指导思想与教育大纲。高校课堂是弘扬中华

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阵地，因此，在思想政治教

育课程教育教学中开展与提升传统文化是其重要

途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以下简称“纲

要”） 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四门课程之一，理应

承担开启传统文化的重任。
1. 时代诉求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2014 年3月教育部制定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指导纲要》。这个指导纲要中对于加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必要性、基本原则及具体

步骤与措施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其中特别指出：

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既要体现时代精神教

育又要反映革命传统教育。因此，积极弘扬以爱

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同时，还要大力弘扬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继承和吸取革命

传统文化。并且强调要坚持课堂教育与实践教育

相结合的教育教学方法。
《指导纲要》对于如何将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

措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划，提出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全面提升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师资队伍水平，加强面

向全体教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培训；建立

适应时代需求的体现传统文化精神实质的教育网

络平台，加强推进呈现优秀传统文化特色的校园

教育活动，并且鼓励利用历史博物馆、纪念馆、
文化馆、故居旧址、名胜古迹、文化遗产等历史

文化场所作为现场教育基地，增强学生感性认识，

深化爱国情怀，进而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多元

的教育格局；建立科学合理的切实可行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评价和督导机制。
这个文件进一步加大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的步伐，充分体现了时代的需求。客观上来说，

只有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

脉络、基本走向，只有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

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才能增强文化自信和

价值观自信。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

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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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
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

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重要源泉。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必须要有依

托的阵地，因此，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融入

“纲要”课程教育教学机制是非常重要的路径，也

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手段，是实现

“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途径，也体现了教

育的本质与价值所在。
2. 内容呈现

自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05方案，把“中

国近现代史纲要”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

科下的二级学科，“纲要”作为新开设的新四门课

程之一后，“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内容与研究目

的重新定位，设定了新的任务，界定了新的要求，

拓展了新的方向，提升“纲要”课教育教学的研

究，将培育当代大学生赋予时代精神的民族精神，

这才是“纲要”课程教学任务的精神实质。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目的“一条主线、两

个了解、四个选择”，即：一条主线：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增进两个了解：了解国史、国情；

“四个选择”：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

路，怎样选择了改革开放。鸦片战争后的一部中

国近代史，记录着中华儿女近百年不屈的血泪史、
抗争史，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实现“民族独立

和人民解放”与“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两大历

史任务的斗争史，因此，中国近现代史本身就是

一部体现中国精神标识的民族史。
这种浴血奋战的不怕牺牲的奋斗精神，正体

现着几千年以来中华民族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

心的爱好和平、不怕牺牲、自强不息的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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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怀，将其演绎成为坚不可摧的独立自主的中国

民族精神，浓缩凝结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的民

族之魂。那种与敌人血战到底的爱国气概，不畏

强敌，不欺凌弱小的英雄主义精神，铸就为中华

民族的脊梁。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融入在“纲要”
教学中，让当代大学生更加深刻解读中华民族一

百多年历史巨变，更加理性地把握民族复兴的历

史脉络，升华民族精神的情感认同与心理认同，

激发学生的爱国理性追求。因此，一部中国近现

代史正是一部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铸造史，通过

弘扬传统文化，升华纲要教学目的与意义，进一

步培育当代大学生的民族精神，铸就中国精神元

素。因此，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近

现代史纲要”教学内容中既是为了适应时代的需

要，又体现了传统文化与“纲要”内容的紧密契

合性，说明是符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是弘

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系。
通过将传统文化的精髓贯穿于“纲要”课程

之中，把优秀的传统渗透到近现代史相应内容讲

述之中，采取史论结合的讲解，激发学生对历史与

传统文化进行感性关怀与理性解读的多层关注，从

而探索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进一步激起他们的爱

国情怀，坚定他们的理想信念，深入建构与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他们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实践伟大中国梦的追求者与建设者。
二、路径：一种机制

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教学机制的构建与实践，将大学教育资

源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资源构建成为互为补充、
相互协作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格局，这样，

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精神，又充分利用教学环境，

密切结合教学对象的变化，不论是在教学理念上

还是教学手段上都预示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

法的发展趋势。这样，既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

道作用，又要注重发挥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的重要

作用。通过运用具化的物质、精神文化载体的传递

与熏陶，达到文化认知与文化接受，形成心理认同

与价值认同，提升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最后提升

爱国精神与核心竞争力，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1、“大文化”谈融入。
马克·布洛赫说: “历史的魅力首先触发人们

对历史的兴趣，继而鼓励人们有所作为。”这里非

常直接地指出了史学的功能及其评判标准，同时

也说明历史本身也是令人感兴趣，但是“方法是

内容的灵魂”，因此，采取何种方法来讲授是传授

历史及其历史传统文化的根本。
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至“中国近现

代史纲要”教学中，需要修订相关体现传统文化

的历史教材，建立体现革命传统等历史文化的现

实教学教育基地，培训富有传统文化的教师队伍，

打造反映传统文化的网络教育平台，这是完成二

者融入的重要步骤。建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教学机制，坚持课

堂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真正体现了思想政治理

论课的教学方法，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抽象思

维与形象思维相结合教学方法的真正实践。
2.“小历史”讲渗透

地方历史所包含的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就属于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支流，利用地方历史资源融

入教育教学过程中，不仅在中国极为重视，在欧

美等发达国家的教育方式中也经常被运用。新颖

的地方史料与历史事实在很大程度上调动学生兴

趣，使得学生产生强烈的历史认知感，进而产生

近距离的心理认同，从而增强了“纲要”课程教

学目标的实效性。
在构建“纲要”课优质教学体系过程中，地方

史资料直观地反映了中国人民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
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进程，这些历史材料具有极强

的价值导向，直观鲜活，为“纲要”课教学提供了

“活”的历史教学资源，是构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机制的重要基础。
以笔者所在城市重庆为例，重庆有着丰富的

地方优秀传统文化，这些丰富的文化遗产为“纲

要”课程教学提供了“活”的历史和丰富的教学

资源，通过组织与鼓励学生参观这些历史文化遗

址，讲述与演绎诸如邓小平、聂荣臻、刘伯承等

革命历史人物的英雄事迹与历史故事，使学生与

历史拉近距离，直面感受历史，对历史的感性认

识上升至理性认识，从而正确认识与把握中国革

命与建设的历史规律与发展规律。
通过与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重庆抗战

遗址博物馆、三峡博物馆等建立相对较为稳定的

爱国教育基地对接单位，成为学校开设“中国近

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有形教学资源，成为“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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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的生动第二课堂，为有效开展“优秀传统文化

融入本土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机制”
提供了重要保障。针对由于学生人数过多无法保

障每个班级适时历史教育基地所存在的困难，通

过鼓励学生自主参观历史文化遗址，通过他们所

做的记录及心得文字可以获得一定学分，这样实

现组织保障与发挥个体积极性相结合的方法，保

证学生获得良好的教育效果。通过这种教学方式，

感受“活着”的历史，能有效增加历史分析与现

实观照，增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神圣使命感。
三、结语：双重认同

通过充分利用这些“活着”的历史，实行教

学的开拓性、创新性教学模式转化；从身边的

“活着”的历史让学生深入了解国史、国情，进一

步领会“四个选择”：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

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

会主义道路；怎样选择了改革开放。实现以尊重

历史为前提，建构良好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实

现文化认同到心理认同，通过心理认同实现价值

认同，进一步上升到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所涵养的中国文化元

素，通过将传统文化与教育进程相结合，将传统

文化作为学校教育内容的一部分，达到教育功能

提升，民族精神得以彰显，从而突显教育价值，

最终实现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双重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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