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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课）是全

国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必修课程之一，承担着梳

理近现代史历程的使命中又肩负着思想政治理论的教育

职能。从中国近现代史的过往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秉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选择，

明确“四个选择”的历史必然性。基于新时代“四个理

论”论述要求，在“纲要”课程教学中融合“四个自

信”，是顺应新时代高校教育特征的需要，也是新时代青

年学生建立正确历史观的要求。

1  把握教学主线，实现“四个自信”纲领价值体现

“四个自信”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大会上提出的，是在十八大“三个自信”的基础
上创造性拓展和完善的新的指导性论述，即社会主义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科学地总结

和论述了中国近代以来取得瞩目成就的根源，将这些论

述贯穿“纲要”课主线内容，是时代赋予课程的新的教

学纲领。

“纲要”课包含的历程为 1840年以来至今约 180年
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在屈辱中求生存，失败中摸索，黑

暗到光明，站立到辉煌的伟大历史进程。“就其主流和

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和人民群众为

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

索的历史。”[1]多难兴邦，中华民族是顽强奋斗自强不息

的民族，才可以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发展至今。“四个自

信”是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的要求，是坚定在共产

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要求，是培育

新时代青年学生坚定为社会主义奋斗终生的决心要求。

“四个自信”的论述与课程的相结合，是契合新时代要求

的与时俱进的表现，是党领导人民通往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民族振兴、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之路的特定教学纲

领要求。

2  细化教学设计，渗透“四个自信”纲领要义

课程的教学设计最终都将在实际教学实践中得到发

展和完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断前行和取得

的卓越成就中为课程教学提供了更精彩丰富和贴切的时

代素材，使得课程教学更加贴近生活而具有感染力。通

过课程教学使高校学生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思想，

提高整体素养，提高学习能力，提升认识问题和分析问

题的能力。

第一，明确教学主导。“纲要”课要区别于一般的历

史课，不同于初中、高中的历史课，要将思想政治理论

的教育带入课程。课程内容固然遵循历史事实，但其主

旨是梳理一条明确的主线，即近代中国遭受的帝国-资本

主义的入侵，从救亡图存的探索到中华民族各个阶级所

进行的抵御外来的侵略战争，从西方到东方的学习转变

及越挫越勇的民族精神，从争取民族独立和推翻三座大

山、推翻反动统治的历程，到最终实现民族独立，屹立

于国家之林，而后进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

裕的改革开放之路，并将社会主义推进到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道路的发展的历程。中华民族的奋斗史其本质是

基于“两大历史任务”进行的分解细化，贯穿“四个自

信”最终融会合并成为整体“纲要”的教学主导。

第二，强化教学目的。要从既定的历史事件中探索

“为什么会发生事件背后的关联”，将这种思考贯穿全课，

透过历史现象的表象，探究背后的深层次发生逻辑。“纲

要”课程的教学目的，就是在“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前

提下，对既定历史事实进行逻辑梳理，整理事件关联性。

毛泽东说“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

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2]通过对逻

辑发展的梳理，使学生切实理解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种

前途的历史关键转折时刻，历史和人民如何选择了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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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四个自信”夯实“纲要”课程教学

3.1 “道路自信”——曲折坎坷的历程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继

《南京条约》签订后的中国一步步滑向被列强侵略瓜分的

深渊，至今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跻身于世界

前茅，都离不开“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

富强、人民富裕”这两个历史任务的恒定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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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阶级的领导，因而无法从根本上提出完整的、正确的

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3]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

夷”睁眼看世界，由于封建统治地位根深蒂固的腐朽化，

经过甲午战争彻底宣告了“天朝上国”美梦的破灭。戊

戌变法及清末新政都未将中国救出深渊，反而在殖民瓜

分的危机中越陷越深。在资产阶级弱小的政治体量中萌

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当时的中国行不通。五四运

动使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开启

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即“无产

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

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4]“枪杆子出政权”的

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阐述，将中国革命用武装后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指导，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明确

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将中国革命道路

引向了正确的方向。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道

路，是因为社会主义的道路符合中国国情，能够将国家

富强和人民幸福作为主旨。事实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结合了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指导的

中国革命道路，最终将中国推向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的胜利，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过渡时期将国家富强、人

民富裕的历史任务完成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盛大胜

利阶段。

3.2 “理论自信”——飞跃发展的体现
太平天国农民阶级提出《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

新篇》，由于领导阶级的局限性，具有不切实际的空想

性；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学习西方的历史又一次落入

黑暗，一战的爆发促使了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暴露，先

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提出了怀疑与保留，俄国的无产阶级

胜利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范式道路，在拯救民族危亡之际，

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社会发展进步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武器

和成功先例。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不能解决中国的

问题，反而陷入失败和黑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

实践，逐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在实践中

试炼改革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丰富了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在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在接轨世界的同时平衡国内发展，

在坚持党的领导下，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经济、文化、

政治等全方位发展，改善了落后挨打的局面，并在世界

全球化的今天争取世界话语权。回望 1840年至今翻天覆
地的改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定选择成就了现在的

中国，也是“纲要”课开展的重要意义之一。

3.3 “制度自信”——众志成城的大国
毛泽东曾说“中国人向西方学地很不少，但是行不

通，理想总不能实现。”[5]俄国革命带来了黑暗中的曙

光，中国从西方向东方的目光转变，也转变了中国的未

来前途。1949年 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通
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实行

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

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行使国家

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6]

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

度，基于中国救亡图存的探索道路中形成的结合中国国

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指导引领中国革命取得了胜

利，使新中国以独立、完整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之林。在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进行改革开放政策，使社会

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赋予新中国新的生机与活

力。中国的人民民主制度有别于现代青年学生所了解的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部分青年学生通过网络

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发达”转而攻击中国的政治体

制。邓小平曾说“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

史教育青年。”[7]中国的民主制度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

利益，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才能在最广

的范围内将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今早

变为现实。2020年初新冠肺炎病毒在全球的爆发，正
是一场关于制度的大考。一个国家的历史进程中，经

历决定核心领导，核心领导决定社会性质，社会性质

决定国民生活状态。冲锋一线有担当不畏牺牲的中国

人，众志成城全民响应国家号召的中国人，都是西方模

式无可复制的中国特色。“纲要”课在教学过程要引导

学生用正确的历史观来看待制度的优劣，同时批判历史

虚无主义，坚定拥护党的领导，拥护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指导，在制度自信的引领中持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

3.4 “文化自信”——文明古国的源远
中华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历经千年延续至今，这

是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优势。中华文化的传承是中华民

族最重要的文明宝库，承载了一个国家的历史。当 1640
年英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时，中国还处于闭关自守的明

朝末年。但文化自信赋予了中国人最深沉最广泛的精神

追求，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标识，经济是文化的基础，

即使在山河破碎的年代，中国文明精神象征的文化潮流

意识有被破坏但从未中断。

“在 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积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

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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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

量”。[8]中华文明的发展在朝代的更迭中起起落落，延续

着中华儿女的精神力量。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随着

全球化战略的提高，中华文明冲出国门，走出一条“民

族的就是世界的”广受欢迎的中国文化道路。

“四个自信”在“纲要”课中起到纲领指导的作用，

夯实了课程的教学，使得课程的思想政治理论育人工作

更贴合时代的要求，更贴近当代青年大学生的实际生活。

教师是“立德树人”的直接引导者，在课程教学过程中

需要立场坚定，将课程要义传递给青年大学生，引导学

生学以致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看待历史和人

民的四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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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教育的应用发展已经是大势所

趋，当前人工智能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技术手段主要有

智能导师系统、自动化测评系统、教育游戏以及教育机

器人。而这些技术在日语视听说教学中的应用并不是一

帆风顺的，其面临日语视听说教学数据和质量欠缺、高

校日语视听说教育师资对于人工智能技术信任感和使用

熟练度不高等问题，但是从日语视听说教学的现状入手，

也可以发现人工智能教育技术手段能够改变传统的日语

视听说课堂教学模式，展开一对一的个性化实践活动，

还可以达到净化教学环境，激发学生日语视听说学习积

极性和创造性的作用，因此必须重视日语视听说教学活

动中有效应用人工智能教育技术的问题，通过加大人工

智能教育技术研发力度，提高教育服务品质等方式展开

高质量的日语视听说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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