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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是互联网使用主力之一，历史虚无主义严重影响大学

生正确价值观、历史观的形成。因此，在智媒时代，为更好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谬论，揭示其在网络上的表象及本质，由此

提出更好的路径，已成为新时代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的重

要任务。

1  智媒时代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

智媒时代下的历史虚无主义具有传播方式多样性、传播语言

生活性、传播内容碎片性的特征。

1.1传播方式多样性

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媒介有传统纸质媒介，也有现在的网络

媒体媒介。历史虚无主义的传统传播受当时科技的影响主要靠纸

质形式，人们通过看报、看书了解国家政策，或者广播等形

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互联网得到快速发展，使用互

联网的网民也在不断增加。根据中国网信办统计，截止2020 年

12月，我国互联网网民规模达到9.89亿，其中我国手机网民规

模为9.86 亿人，20-29 岁、30-39 岁、40-49 岁网民占比分别

为17.89%6、 20.5%和18.8%，共占比57.1%。在我国网民群体

中，学生最多，占比为21.0%。他们通过流媒体平台和社交平

台获取信息。所以历史虚无主义利用互联网，使其传播方式更

加多样化，它不仅会直接否定我国某一历史或者英雄人物，而

且利用各种平台如抖音、快手、哔哩哔哩等通过不同形式如图

片、视频、音频、段子、无厘头、表情包等诋毁、污蔑中

国的历史和英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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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传播语言欺骗性

历史虚无主义有时披着学术的外衣，有时打着娱乐的幌子，

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它们利用互联网，采用委婉隐秘的方式否定正

确的信息。同时在一些平台上如微博、知乎、抖音、快手具有几十

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粉丝的公众人物，为了吸引关注，赢得流量

和热度，他们经常使用一些博人眼球甚至能引起人们好奇心的词

语，比如“震惊......”“事情的真相是......”通过“戏说历史”

“独家秘史”等娱乐化方式，以偏概全，截取某一部分历史夸大其

影响，吹捧外国的“自由”，讽刺中国的制度，质疑中国的英雄试

图混淆视听、迷惑大众。

1.3传播内容碎片性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们的阅读习惯逐渐从纸质变为网络阅

读。智媒时代，由于工作和环境的原因，人们更倾向于获取简

短有效的信息，因此网络传播要想吸引人，它的传播特点便是

碎片化，人们开始接收到的信息是一段一段，并不能了解到所

有事情的来龙去脉。结果有些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也是只一

句话，没有历史背景，没有人物背景，没有事件背景，最终

就导致这些碎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得到一些认同。

2  智媒时代历史虚无主义对高校学生的影响

2.1导致信仰危机

智媒时代，网络媒体传播速度快，传播效率高，聚集效应

明显，个人的意见很容易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大学生上网时间

多，通过观看一些短视频、表情包等形式输出的内容，在潜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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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化中难免受到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从而扰乱学生正确思想。

同时大学时期正是学生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加上学生历史沉

淀较少，历史素养不够高，导致学生心中信仰的动摇，从而造

成理想信念不坚定。

2.2弱化文化自信

历史虚无主义从各个方面否定中国，其中就有否定中华民族

优秀文化，他们利用中华文化中一些糟粕，从而能全盘否定中

华文化，利用各种方式贬低、丑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学时

期是学生各种求知欲比较旺盛的时期，他们想要了解更多内容，

想要学习更多知识，看到某些信息符合某一特征后，就会很认

同，从而导致盲目的信任，削弱学生心中的文化自信。

3  智媒时代高校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策略

3.1守好思政课程理论宣传阵地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是教书育人的

主渠道。大学时期是学生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守好思政课

程理论宣传阵地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冲击，有利于促进学生

正确价值观的形成。

首先，讲好思政课。思政课从哲学、社会发展历史、国

家时事政策等角度进行的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政课的根本任

务是立德树人，思政教师要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道德观、法治观，把学生培养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因此，讲好思政课是关键一步。思政教师在应了解教材，

熟知每一门课程的重难点，合理规划教学进度。在了解学生的

认知情况和知识水平的基础上，创新教学方法。通过课堂观

察，学生相对于单一的讲授方式而言，更喜欢有参与度的授课方

法，所以，教师可以在相应的时间点与学生互动，比如朗诵诗词、

指出图片中的人物以及这个任务的生平事迹、甚至可以让学生自

己上讲台讲课，这样学生就会有主体的感受，而不仅仅是作为聆

听者参与课堂活动。

其次，党史教育融入思政课。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

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

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

一场历史悲剧。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带领中国人民，使中国从

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发展成为现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走

的再远，不能忘记来时的路。思政教师可以把党在不同的历史时

期形成的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红色精神及许许多多生动感人的事

例和英雄人物为素材，利用其内容生动、鲜活、形象，使学生的

心灵产生震撼，有利于吸引学生的兴趣，增强教学效果。同时我

们应该注意在教学中，教师不能把教学的重点放在讲解具体的历

史知识和详细的事件过程方面，更不能为了标新立异、哗众取宠，

曲意褒贬人物，渲染领导人物之间的个人恩怨和党内斗争。除采

用课堂教学外，还可利用革命遗迹和旧址，进行现场教学、体验

式教学、模拟教学，以增加学员学习的兴趣，增强党史教学的感

性冲击力和趣味性，提高教学效果。通过党史教育，使学生能够

正确、理性的看待中国历史，形成正确的历史观。

3.2强化思政教育网络话语权

强化思政教育网络话语权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网络泛滥的有力

打击。针对网络上出现污蔑邱少云烈士和中印边境冲突牺牲的烈

士英雄，我们采取多种形式在生活中和网络中为英雄正名。“天地

英雄气，千秋尚凛然。”2015年，新华社推出系列报道《为英雄正

名》，通过寻访英雄的生前战友,朋友﹑亲属,获取确凿的证人、证

言和证据,为近年来屡遭恶意抹黑的邱少云、黄继光、董存瑞、刘

胡兰等英雄人物正名，起到了正视听、明是非、服人心的作用,有

效地引导了社会舆论。2018年5月1日英雄烈士保护法正式实施，

再到开展“净网”集中行动，着重整治网上历史虚无主义等有

害信息，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的氛围

日渐浓厚。2021 年12月7日，因为有部分账号恶意发布宣扬仇

恨、制造性别对立、挑唆矛盾的内容，微博禁言关闭526 个恶

意宣传仇恨账号，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日益成为自觉。

高校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

地，应做好网络宣传，开展丰富多彩的思政教育活动，强化高校

思政教育网络话语权。首先，学校在主媒体平台例如微信公众号、

学校官微、各二级学院媒体账号及班级群做思政教育专栏和内容

设计，宣传思政教育内容，积极鼓励学生阅读、观看，使学生不

断更新知识，明辨是非，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

观。其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发挥主导性作用，鼓励学生发挥主

体性作用。智媒时代，大学生思想新潮、追求新鲜事物，比较了

解和喜欢网络媒体例如抖音、快手、哔哩哔哩等客户端。教师可

以借用网络媒体，与学生互动交流。学习一些网络用语，用学生

喜欢的方式讲述课程内容，引起学生兴趣，在愉快的学习氛围中

学习知识。同时教师可以结合教学内容，鼓励学生利用新兴媒体

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如以大家喜欢的短视频、影集、微电影

等表现形式表达充满正能量、弘扬主旋律的内容课程内容，用理

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深化理论，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抵制历史

虚无主义。通过多种形式开展网络思政教育，可以让学生更容易

学习到内容，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让学生真正了解历史，引导

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3.3营造积极健康的校园文化氛围

智媒时代，尽管学生获取学习知识的主要途径是网络，但也

不能忽视学校校园文化建设，毕竟学生学习和生活的环境主要场

所在校园，学生的思想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所以，抵制历史虚无主

义需要营造积极健康的校园文化氛围，发挥外因的积极反作用。

首先，学校可以利用广播平台，每天早晨进行新闻广播，让学生

能够积极了解国内外时事，增长知识，明辨是非；同时可以利用

宣传栏、条幅、展板等物质形式，展示思政内容，历史知识，营

造学习氛围，在潜移默化中学习新的知识；其次，学校可以利用

校园文化节、国家纪念日等活动，通过社团、学生会、班级等举

办表彰大会、晚会、知识竞赛、演讲比赛等活动，鼓励学生积极

参加，用学生喜欢的方式表达内容，寓教于乐。如每年3月5日，

学习雷锋日，鼓励学生发扬雷锋精神，参加志愿活动；每年9月

30日，烈士纪念日，宣传英雄事迹，缅怀烈士，培养学生的爱国

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道德风尚，传承中华民族血脉，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后，制定奖惩制度。积极表彰

表现优秀，有示范带头作用的同学，通过奖励激励学生向上向善，

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建文明校园；对于违反校规校

纪，表现不文明的学生，采取一定的惩罚措施，比如头口警告、警

告、通报批评、处分等，制止其不文明表现，引导其向好的方向

成长。

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要旗帜鲜明反对历

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

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只

有正确认识历史，才能更好开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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