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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史学著作阅读在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的
意义
马晓旭

西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50

【摘 要】史学著作阅读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的应用，能够丰富教学资源，增加学生知识储备，促进教学质量和

效果的提升。因此，本文首先对史学著作阅读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的意义进行解读，然后分析当前“中国近现

代史纲要”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史学著作阅读的应用路径，旨在培养学生学习兴趣，拓展教学内容，实现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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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

分支，课程设置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引导学生更好地了解

社会发展演变规律和趋势；培养学生家国情怀和文化素

养，使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学习观，为了理想努力奋

斗。但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存在各种各样

的问题，导致教学效果不佳，无法实现育人目标，比如

说教学内容与学生前期学习内容重合、课程设置不合理、

教学方法落后等。要想解决存在的问题，除了要求教师

不断提升专业素养和教学水平，具备与时俱进的意识外，

还要借助其他力量，源源不断的补充教学内容，其中史

学著作阅读不失为一种绝佳方法。

史学著作阅读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的引入，

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能够在浩如烟海的史学著作中选

择自己喜欢的进行阅读，增加知识储备，形成良好阅读

习惯，潜移默化的提升自主学习能力和思维能力，从而

提升教学效果，发展学生的综合素养。

1 史学著作阅读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
学中的意义

1.1使较少的课程课时得到补充

虽然“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

占据着重要地位，但其课时相对较少，教材中对于历史

事件、人物关系的较为笼统，由于学生的历史知识水平

有限，所以学习时会难以理解，失去学习兴趣。史学著

作阅读的应用能够增加课时的深度和广度，摆脱课堂教

学的局限性，细化教材中对历史事件、人物关系的讲解，

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学习。例如，学生学习辛亥革命相

关内容时，如果引入张鸣的《辛亥：摇晃的中国》，学

生可以通过战线辛亥革命全景图，全面了解晚清民国大

变局的历史由来和发展脉络，实现高效学习。

1.2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和探索欲望

以往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在教学模式

与教学内容等因素影响下，学生学习兴趣普遍不高，存

在玩手机、窃窃私语、旷课等情况。而史学著作阅读的

引入，教学模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学生不再被动学习，

而是主动获取知识，并且教学内容也得到了拓展，由原

来的“点”变成现在的“面”，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探索

欲望有所提升。比如说，教师讲解甲午战争相关内容时，

学生仅了解甲午战争带给中国的耻辱，中日双方签订《马

关条约》等知识，对战争背景和作战过程等内容的了解

较为浅显，若是引入刘亚洲、金一南等的《甲午殇思》，

不仅能够拓展教材内容，使学生全面、深入了解甲午战

争的始末，而且能够点燃学生的求知欲，调动他们的积

极性。

1.3端正学生的思想和价值观念

当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改革并非一帆风顺，

而是面临各种的冲击，形成复杂化、尖锐化的局面。经

济全球化背景下，各个国家之间不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

相互渗透，再加上互联网的迅速传播，使得学生看到不

一样的中国历史。这种情况下，如果仅凭教材中的内容

是无法端正学生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的，他们容易被网络

影响，被一些有悖事实的信息所迷惑。通过史学著作阅读，

能够让学生清楚整个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不受负面信

息的影响，在不断的阅读和学习中，学生会产生强烈的

爱国主义精神，为了国家复兴而努力奋斗。

2 当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存在的
问题

虽然“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在高校占据着一定地位，

但教学中依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首先，学时设置较

少。部分高校将重点放在专业教学上，设置较多的专业

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学时较少，

一周约为 1-2节，教师为了赶进度会着重讲解教材内容，

缺少知识的拓展和延伸。其次，教学方法落后。受传统

教学思想和课程属性的影响，部分思想政治教师开展“中

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时习惯使用灌输式、填鸭式

的方法进行授课，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并且侧重理

论知识的讲解，没有根据教学内容开展相应的实践活动，

导致学生学习兴趣不高，教学效果不佳。最后，教材内

容与学生前期学习内容高度重合。分析“中国近现代史

纲要”教材发现，其中的鸦片战争、甲午战争、辛亥革

命等内容与中学历史教学内容高度重合，对于之前学习

的内容，学生毫无新鲜感，如果教师没有重视教学内容

的拓展，引进史学著作阅读，将会降低教学质量，阻碍

课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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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史学著作阅读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
学中的应用路径

3.1创新教学方法，培养学生阅读兴趣

因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学时十分有限，

所以教师在课堂上同时进行理论知识的讲解和史学著作

阅读的渗透是不现实的，不仅浪费时间，还无法保证教

学效果。如果教师转变思路，对现有的教学方法进行创

新，使用项目教学法进行授课，引导学生在课下阅读史

学著作，完成相关任务，既能实现教学方法上的创新，

又能逐步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具体而言，教师要以教

学内容为核心布置不同的项目，让学生以小组合作的形

式开展，比如讲授战争相关内容时，教师可以布置相关

项目引导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如：描述日均残暴占领城

市的过程；当地政府或头面人物与日军的勾结；我国八

路军的顽强抵抗；等等。为了保证学生顺利完成任务，

教师可以为其推荐相关史学著作，包括余戈的《松山战

役笔记》、萨苏的《尊严不是无代价的》、蓝诗玲的《鸦

片战争》、卜正民的《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等。如此一来，不仅能够实现教材知识的拓展，让学生

真正了解抗战内幕，还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其

自主学习能力、团结协作能力以及阅读能力得到培养。

3.2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开展教学

现代社会中，互联网技术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中

的必备工具，不论是生活、学习，还是工作，都离不开

互联网。史学著作阅读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

的运用，教师可以通过线上交流平台、微信群等加强与

学生的之间的沟通交流，并且延伸到课外，只要学生阅

读史学著作，就可以与老师或同学进行在线沟通，实现

教材内容的补充，同时建立良好师生关系，营造轻松愉

悦的学习氛围。比如说，“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只

是对 1840年到 1949年的历史事件进行了简单的罗列，

涉及的细节并没有过多的阐述，导致学生学习时存在困

惑，尤其是对历史事件感兴趣的同学，更是产生质疑和

不解。如果教师推荐学生阅读《延安整风运动：回忆与

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等书籍，并且加强引导和

沟通，不但能够提升阅读效果，使学生了解到我国共产

党在发展初期的艰难困境，感悟到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而且能够加深学生对历史事件的认识，若是教师根据教

学内容举办历史知识竞赛、演讲比赛、参观红色基地等

活动，能够实现教材、史学著作和实践活动三方联动，

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史学著作蕴含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对每

个历史事件都进行了细化，将其应用在“中国近现代史

纲要”教学中，引导学生对史学著作进行阅读，一方面

能够使教材更加饱满、立体，实现教学资源的拓展，另

一方面能够开阔学生视野，增加知识储备，提升阅读能

力和自主学习能力，发展文化素养，并且在各种历史知

识的熏陶下端正学习思想，树立正确价值观念，激发爱

国情怀。因此，高校要充分认识到史学著作阅读对“中

国近现代史纲要”具有的重要意义，结合实际情况进行

合理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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