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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为了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有

识之士曾进行了多方学习，但都没有成功，这就决定了近代中

国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进行“重新选择”。从

鸦片战争以来到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以及今天小

康生活的建立，先后经历了以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

义、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开放等四次大的富有重

大历史和现实意义的选择。《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

“纲要”）就是以这“四个选择”为问题导向展开论述，让

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明确“四个选择”的必要性，增

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培育学生的担当精神。

1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事实培育学

生追求真理的勇气和理论自信

近代中国社会的核心主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面对

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运动、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资产阶级的

戊戌维新运动由于各自的阶级局限性以及错综复杂的各种社会原

因，种种尝试都以失败告终。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也没有改变

近代中国两半社会的性质，这充分说明了在中国不可能实行资产

阶级共和国方案。中国革命必须在先进阶级的领导下，以科学的

理论为指导，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才能取得胜利。

随着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

并传播到中国，中国的先进分子由了解马克思主义，到学习马克

思主义，进而介绍马克思主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有学理的探索，

更是为了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认

识和揭露，为改造中国的历史使命寻求和掌握革命的科学理论。

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是因为马

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它正确地反映了自然界、人类社会的发

展规律，与其他“主义”相比较所具有独特的思想力量。这种独

特的思想力量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现实的理论、时代的理论、

是无产阶级求解放的理论，是一个适合中国无产阶改造中国的理

论。马克思主义能为中国人民解决中国历史任务提供强大的思想

理论武器，中国人民要反帝反封建，求得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

马克思主义正好满足了中国人民的这种双重诉求。所以，先进的

中国人经过学习、比较和鉴别，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

人民革命斗争的思想指南。

2  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事实培育学生听党话、跟

党走的忠诚精神

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要解决中国发展进步问题，必

须找到能够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进社会力量。中国共产党是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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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自成立

之日起，就代表着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肩负起带领中国人民争

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

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也成为近代

以来中国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从此成为中国革命

和中国人民坚强的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人民在历史比

较中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先后实行了

土地革命、减租减息和彻底的土地改革等政策，迎得了中国大多

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把他们争取到自己的身边，成为中国革命

的忠实同盟军，也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关于这一点，国民党直

到逃离大陆前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在反对帝国主义方面，面对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先是“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后的妥协

退让，然后是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抵抗，最后到消极抗战，积极

反共，国民党反帝立场一变再变。而中国共产党则转变策略，发

表“八一宣言”，提出 “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开辟敌后抗日战场，从而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

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历程，充分说明了历史和人民选择

中国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的大学生通过了解

国史国情，增强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合法性的理解，自觉

树立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坚决服从党的领导的信念。

3  用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的事实培育学生爱社会主

义，树立制度自信

中国从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陷入了政治危机、

思想危机、制度危机和国策上的危机等等。一批先进的中国人为

了解决这些危机，到处寻医问方，他们首先将目光投向了西方，期

望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来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但实践早已证

明这条路在中国走不通。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促使先进的中国人

进一步思考，要想解决中国问题、中国危机就必须寻找新的办法。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领

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中国走向社会

主义打开了大门，使中国跨越了资本主义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

会。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经济困难，工业基础薄弱。为

此，中国共产党果断作出决策，实行三年过度期来恢复经济，使

经济达到甚至已超过历史最好水平。为解决工业基础薄弱，尽快

地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使中国由落后的农

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问题，进行了以重工业为重点的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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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计划。通过对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

大改造的顺利完成，在我国基本上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社

会主义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成为国家经济结构

中的主体，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在中国确立起来，标志中国

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国共产

党带领人民对如何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各方面的长期的探

索，并积累了很多有益的经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

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教师在教学中通过这些具体事

实的介绍，培育学生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思想自觉，树立起对

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自觉信念。

4  用改革开放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培

育学生的创新精神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

过程。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一个由从初级到高级、从不发

达到发达、从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发展过程。中国的社会主义

也要经历由不发达到比较发达、由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发展过

程，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还有很大的差距，中国共

产党面临着长期执政的考验，中国社会也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

战。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

建筑在根本上是相适应的，但也有不相适应的地方，在一定历

史条件下这种不相适应必须通过改革来解决。中国的改革开放既

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必要，也是中国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

择，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只有改革开放中国才有出路。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解放生产力，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

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

善和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是中国的第

二次革命。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

举措是正确的，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实现了从贫穷到温饱再到

整体小康，从封闭型经济弱国到开放型全球经济大国，中国从

世界舞台边缘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真正实现了由站起来

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随着中共十八大的召开，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构

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

设和生态建设“五位一体”总格局，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实施“精准扶贫”，标志着中国已经进

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教师通过思政理论课教学和带领学生进行社会实践研修，

使学生懂得中国今天翻覆地的变化，国际地位的取得都是由于有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21 世纪

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这个新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来自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培育大学生的创新精神，自觉树

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为我国在实现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征程中不

断开拓创新，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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