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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语境下历史虚无主义对大学生的影响及应对
钱 程

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上海  200051

【摘要】在网络新媒体浪潮的推波助澜之下，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形态与现实表征得到进一步更迭与发展，传播主体更为“多

元化”、传播形态更为“隐蔽化”、传播内容更为“虚无化”，给大学生群体带来多个方面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消

解大学生对党和国家的认同、削弱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扭曲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为教

育引导大学生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侵蚀，高校应从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引领，深化“四史”学习教育，加强网络思政

阵地建设三方面出发，不断提高大学生的思想辨析能力、坚定历史文化自信和凝聚知史爱国共识，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

思潮，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历史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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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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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1] 作为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

思潮，历史虚无主义以“重新评价”“还原真相”为幌子，

不竭余力地从多个方面抹黑、污蔑和歪曲中国共产党的

发展历史，“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

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2]。

随着网络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历史虚无

主义借助网络新媒体扩大了其传播范围与生存空间。在

“泛娱乐化”“碎片化”的催化下，历史虚无主义以戏

谑、恶搞等手段歪曲历史、片面解读历史，否定中国共

产党的历史成就、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丑化革命

英雄人物，隐蔽性、迷惑性和危害性都得到进一步强化，

对大学生的价值认同与行为选择造成强烈的负面影响。

基于此，深入分析和把握新媒体语境下历史虚无主义的

传播形态和现实影响，提出有效引导大学生抵御历史虚

无主义的策略路径，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是新时代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1 新媒体语境下历史虚无主义的现实表征
1.1 传播载体“多元化”
随着网络新媒体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微博、抖音、

微信等多元化的传播载体应运而生，历史虚无主义充分

借助多元化的传播载体，广开账号、积累流量，将触角

延伸到网络新媒体的各个平台。为尽可能吸引受众关注，

历史虚无主义打着猎奇、还原真相的幌子，在各类传播

载体上胡编乱造、推陈出新，在论坛中发表诋毁历史真

实事件的言论、在微信公众号中推送“你不知道的真相”、

在网络上传播调侃英烈的表情包等，历史虚无主义的时

效性、传播范围和影响力都得到进一步强化，不断挑战

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地位。

1.2 传播形态“隐蔽化”
在“娱乐化”的外衣下，历史虚无主义将历史事件、

英雄人物恶搞为戏谑的短视频、内涵段子、表情包和漫画，

然而，在所谓搞笑、爆料的隐蔽面目下，却混杂着歪曲

历史、抹黑英雄的恶劣言行，如将董存瑞炸碉堡的英勇

事迹作为调侃对象，看似不带任何倾向性的观点和主张，

但实则在不经意间否定了历史事实、否定了革命英雄人

物，传播形态较以往更为隐蔽，在“润物细无声”之中

便稀释了大学生对于革命英雄和民族历史的真实认知，

严重影响大学生自觉担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的价值

追求和行为选择。

1.3 传播内容“碎片化”
在新媒体平台上，网络信息多以碎片化形式传播，

碎片化阅读已成为大学生的阅读行为常态。历史虚无主

义充分利用碎片化式阅读习惯，将完整的历史事件切割

化呈现，在碎片化的过程中又加以重新整合，而正是在

这一碎片化整合的过程中，历史被重写、修改，历史虚

无主义真实的“思想动机”被隐藏在所谓的“价值中立”“客

观陈述”之中，零散、碎片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了

大学生的思考能力与辨析能力，进一步导致大学生思想

上和记忆上的混乱无序，难以形成对于真实历史事件的

完整认知。

2 新媒体语境下历史虚无主义的现实影响
2.1 消解大学生对党和国家的认同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虚无主义打着“重新

评价”“还原真相”的旗号，不以历史发展规律和发展

局限性为遵循，反而通过不断主观捏造历史事件、片面

解读历史人物，刻意放大细节，肆意抹黑和编造，以各

类负面的信息呈现虚无真实的历史，以此达到否定中国

共产党领导和历史功绩的目的。历史虚无主义以片面放

大历史碎片等手段颠倒历史史实，混淆搅乱内因与外因

之间的辩证关系，大肆鼓吹西方国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的作用于地位，虚化和否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

历史贡献。此外，历史虚无主义不竭余力地攻击改革开

放政策、“一带一路”倡议等政策制度，诋毁中国在国

际世界中的形象，蓄意宣扬“阴谋论”“威胁论”，消

解大学生对党和国家的认同。

2.2 削弱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
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注重用发展

和辩证的眼光看待历史，客观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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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媒体语境下历史虚无主义借助更为“多元化”、

“隐蔽化”、“碎片化”的传播表征，采用主观唯心主义、

形而上学的宣传话语片面解读历史，以随意编造的话语

阐述错误的历史观念，带有目的性地增减历史事实，以

此混淆党的发展历史、侵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意义、否

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性，持续西化、分化中国，

不断蚕食和消解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严重威胁马克思

主义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压缩马克思主义在

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力、凝聚力和号召力，模糊大

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削弱大学生对主流意

识形态的认同。

2.3 扭曲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实际上，任何文化思想方面的冲突，其深层次上都

包含价值观的冲突。[3] 在宣扬重新评价历史和正确认识

历史的虚假面目下，历史虚无主义其实是在传播一种西

方价值观，“最高价值的废黜、一切价值的重估和价值

的重新设定，一股脑地回归为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消

费主义和享乐主义。”[4] 历史虚无主义极尽污蔑革命领

袖、调侃革命英雄，例如，发布关于老一辈党的领袖的

不实言论，大泼脏水；亵渎和诋毁黄继光、雷锋等英雄

人物的英勇事迹和形象，扰乱是非、颠倒黑白，不断销

蚀大学生对革命英雄的情感认同，进一步影响民族精神

与民族情感在大学生心中的正确认知，在“价值中立”的

幌子之下虚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扬西方普世价值

观，导致历史文化原有秩序的支离与破碎，以此解构和

摧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造成大学生价值观的混乱与

扭曲。

3 新媒体语境下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引导策略
3.1 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引领，提高大学生的思想

辨析能力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只有真正弄懂了马克思主义，

才能在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

社会发展规律上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才能更好识

别各种违心主义观点、更好抵御各种历史虚无主义谬论。

[5]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最有力的科学

武器，只有坚定不移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保持理论

上的正确性和清醒性，才能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重要性，进一步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提高评价历史的

思想辨析能力。基于此，高校要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学习宣传活动，通过强化理论学习，引导大学生牢

牢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

科学辩证地认识历史、评价历史，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

物史观彻底粉碎历史虚无主义所宣扬和传播的谎言与阴

谋，还原历史真相，筑牢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网络新媒体

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

3.2 深化“四史”学习教育，坚定大学生的历史文
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

党的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党史、

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普

及党史知识，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基层、

深入人心。[6]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

科书，高校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扎

实开展“四史”学习教育，通过构建完善的“四史”学

习教育体系机制，加强对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要基

地的宣传，推动“四史”学习教育进课堂、进教材、进

头脑，引导学生真正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

学内涵，深入认识和感悟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民族精神，

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与民族自豪感，坚持用唯物史观阐述

历史，以坚定的历史文化自信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

影响。

3.3 加强网络思政阵地建设，凝聚大学生的知史爱
国共识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新媒体语

境下抵御历史虚无主义，要求高校要根据新形势的特点

革新网络思政建设理念与传播手段，加强顶层设计，坚

持以立为本、立破并举，实现由被动反击到主动应对的

根本转变。首先，要牢牢把握正面的舆论宣传导向，开

辟“四史”专题宣传阵地，立场坚定批驳谬误，强化反

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力和话语权。围绕中国共产党的

发展历程与历史功绩、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重要意

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等重大问题，广泛开

展“四史”学习教育，引导学生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次，要改进话语

表达形式，准确把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生成机理和传

播规律，以契合学生成长特点的话语形式提高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传播力与公信力，巩固壮大网络思政阵地，进

一步压缩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范围和传播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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