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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使用中国近现代史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以借助历史内容给予学生一定的思想启示，为学生三观的树

立提供教育素材，由此可以突破往常教育限制。教育者需要在历史教学的基础上关注历史素材的导出方式，

发挥学校在学生思想培育方面的主体作用，展示教育功能。本文从新的视角赏析中国近现代史，并通过近

现代史体现的国史国情、爱国主义、民族精神与历史使命感的教育功能进行论述，希望可以对教育人员更

好的把握中国近现代史开展思想教育工作有一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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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直至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经历了 100多年的时间，在此过程国家在外
部被列强欺压，人们在国内受到压迫，但是在随后的一段

时间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在党的领导下由被动受欺凌奋起

反抗，通过民族抗争最终取得民族独立。中国近现代史向

学生展现了我国近代一百多年的屈辱史，可以通过相关元

素激发学生形成爱国主义情怀，还可以让学生在相关元素

下更充分的了解我国发展的历程，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的不易，并为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成果奋发读书，由此

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发展观念。 

1  体现国史情的教育功能 

为完成民族伟大复兴任务需要对国际环境有深刻的

认知，还需要探索百年变革的中国国情，围绕相关要素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探索，这也是教学的重要内

容。中国近现代史教育与其他教育不同，对历史进行定位，

挖掘其中含有的教育功能，引导学生在其教育功能下可以

形成健全的人格。教育工作者为达到相关目标需要对历史

发展进行定位，梳理近代史整体框架，研究我国社会在此

段时间中的运行轨迹。中国在百年被列强侵略的过程中受

到巨大的伤害，但是当下我国的国际地位随着经济、科技

等多方面能力提高而不断上涨，我们需要以史为鉴，立足

于新时代把握国情，拓宽自身视野，打破思想枷锁，考虑

时代未来发展趋势，回顾过往发展史，研究中国社会变革

规律，将其作为教学重要内容，增加学生对复兴民族以及

两个百年建设的认知程度[1]。 
我国现代化发展期间，因为人口稠密、地域辽阔，仍

处于经济发展中国家行列的实际情况，使得我国踏寻的发

展道路也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

必须认清自身发展的总体趋势以及实际情况，同时还应该

考虑到各类因素对国家近代化发展形成的影响，在中国推

进现代化期间遭遇帝制解体、社会动乱、自然灾害、对外

战争等影响社会秩序的事件，在此过程中资源遭到极大的

浪费，还会对我国生态环境以及经济发展造成不小的冲

击，而民族精神也在此过程中受到损伤。中国近现代社会

便是在内忧外患中渡过，中国人民为了维持稳定的社会秩

序，推动社会现代化发展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此期间现

代化进展迟缓。但是仍然不能根据相关内容给出消极的结

论，因为中华民族并没有在屈辱与苦难中随之沉没，而是

在屈辱和灾难中站了起来，面对近现代很多灾难，民众团

结起来，一起渡过难关。由此可以看出，灾难没有销蚀中

国人民走向现代化的决心，多难兴邦是对中国人民现代化

发展成果的最好佐证[2]。 
中国向现代化方向发展应该结合国际的发展趋势以

及国内发展情况，需要迎接各类因素对现代化发展形成的

挑战，还需要在不断变化、不断选择的过程中对发展模式

进行总结，在 19 世纪后期出现一系列渐进改革的方式，
虽然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在此后国人

开始学习西方自下而上的革命方式。千年皇权解体后，由

于我们迫切希望寻找一种可以振兴中华的方法，所以疾病

乱投医直接模仿其他国家的发展方式，在此期间魏源提出

“师夷长技以制夷”，而随后也出现很多效仿资本主义的

提议，但是由于相关方法与我国国情不符，所以没有为强

化国体作出贡献。比如康有为等人引导的百日维新在中国

近现代史中昙花一现，相应事件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并不适

合中国发展。 
孙中山在随后提出政治西化的方案，也没能取得良好

的方式，最终宣告破灭，我国在近现代发展中，一直寻找

其他成功变革国家的发展案例，希望能借此振兴中华，但

是事与愿违，一直抄袭西方的发展模式，并没有结合我国

实际国情，所以最终提出的方案均没有在符合中国特色的

基础上发展，直到以农村为基础效仿俄国的社会主义出

现，由此为国家统一、民族独立提供了可行的方案。在现

代化探索中于 1949 年实现新中国成立，在此后我国没有
停滞不前，一直围绕国情，探索适合我国发展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教师引导学生学习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历史

内容，让学生发现我国人民在现代化道路探索阶段的艰

辛，并通过相应内容引导学生，体现中国现代化教育的国

史国情教育功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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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体现爱国主义的教育功能 

开展中国近现代史教育，从世界历史维度对此段历史

事件进行分析，联系国际格局时代发展情况与世界大势分

析中国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这是中国近现代史教育分析

的新视角，在此基础上引出课程内容。关于世界走向中国

的问题已经进行很长时间；关于侵略反侵略的话题应该从

立场层面进行审视；关于近代发生的种种侵略反侵略事

件，不能仅看到血与火的悲惨场面，教师需要引导学生从

中看到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做才能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在现代史教育期间，引导学生正视历史并对不公平事件抒

发自己愤慨情绪同时，将问题的维度再上升一个层次，对

世界走向中国这一历史作出片面消极的否定[4]。 
教育者有必要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正视中国在

近代发展中受到屈辱的历史实情，还应该让学生客观的对历

史事件作出回应，得出落后便要挨打的结论，还应该在此基

础上看到中国在近代也走向世界的事实。一方面走向世界是

中国在现代发展中的内容，中国的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甚

至于发展中产生的文明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四大发明应用在

西方便是很好的证明；另一方面，随着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

使得大众希望摆脱传统落后的制度，树立自身独特的风格，

希望可以走向世界，尽管中国向世界迈进却没有被大部分人

所关注与承认，但是其是真实的存在，作为中国近代史的组

成内容，中国走向世界，对现如今的我们依然有极大的指导

作用。比如，义和团运动让我们看到国人在面临不平等条约

与外国侵略时也会做出反抗。 
研究中国近现代史需要从两个维度进行分析，中国走

向世界与世界走向中国，可以进一步提高民族自豪感与自

信心，引导学生形成爱国情怀，也是中国近现代史教育爱

国主义情感体现的主要方式。 

3  体现民族精神与历史使命感的教育功能 

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并开展相关教育工作，应该将世界

意识深入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可以帮助国人用世

界历史的维度分析自身发展诉求。中国也曾经是全球各地

效仿的对象，中国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发明确实对西

方与其他地区文化发展起到不少的作用。 
对中国近代史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全球是一个有机的

整体，这一点从鸦片战争后历史发展轨迹窥见一斑，中外

历史发展并不独立，而是相互关联的。在我国印刷术、指

南针传入西方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西方文明发展，但是

在英国发起工业革命时，由于我国实行闭关锁国，使中西

方在技术、经济等方面的差距逐渐变大，我们必须从世界

历史角度分析中国近代史，在世界历史角度建立宏观格

局，对于国家民族发展至关重要。在世界历史角度下分析

我国在世界发展中的趋势，认清中国现现代发展的情况，

找到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在此过程中激发青年群体的责任

意识，使其可以确定自身的使命，将系统论观点投放在世

界板块中，借助中国现代历史，帮助青年学生掌握国家在

外交、经济、社会、文化、军事、资源、在会议人口等方

面的现状，同时与历史进行对比。围绕全面建成现代化强

国。确定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并制定发展战略计划。 
将我国与其他不同类型国家进行对比，从中看到双方

的优势弊端，各自不同领域的差距，由此可以激发学生形

成社会责任感以及使命感。为了完成两个百年发展目标，

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必须将中国近现代史放在世界维度

进行比较、分析，只有在中国社会主义与世界历史相关联，

才能更好的帮助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

结合自身需求以及国际形势确定发展道路，使中国社会主

义可以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导下，找出中国在发展中的矛盾，立

足实际国情学习西方国家的优秀发展经验，应用于我国的

各领域中，促使我国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领域可以快速

发展。 

4  结语 

中国近现代史对学生思想教育有极大的帮助，教师必

须合理的应用相关内容，中国近现代史教育还需要结合十

九大报告内容，站在新视角把握当下世界发展趋势，对中

国在国际中的地位进行定位，研究近现代我国的发展规

律，通过对现代史的分析以及了解，结合相应内容立足于

时代高度，确定青年学生需要承担的义务与责任。面向现

代化，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任务，必须发挥中国现代史

教育功能，为学生思想建设提供素材，使学生可以在相关

内容的影响下树立正确的发展观，作为国家未来接班人、

社会的建设者，需要根据时代赋予学生的使命而不断努

力，成为祖国社会需要的栋梁之材。除此之外，教师也应

该大力挖掘中国现代史教育的价值元素，根据教学任务要

求考虑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需求，结合历

史赋予教育工作者的任务，增加对教育工作的关注程度，

结合实际情况对课程教学进行多方面权衡、把握，保证中

国近现代史教育价值得以在教学中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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