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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是人生成长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时期，理想

信念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1 因此青少年时期是

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价值观总开

关拧紧了，思想就不会偏激，就不会走错路，就容易形

成稳定、健全的人格。可以说，理想信念利国利民，是青

少年成长和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因此，以多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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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青少年理想信念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必然成

为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需要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一、当代青少年理想信念现状及其原因

正因为理想信念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成才和国家发展

如此重要，必须关注当代青少年理想信念的现状，并从

中进行分析。

（一）当代青少年理想信念现状

当代青少年理想信念现状呈现出多元化、易变性、

功利性、虚无化四大倾向。一是理想信念呈现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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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青少年思想还未完全成熟，对各种思潮难以分辨，

理想信念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二是理想信念呈现易变

性。三是理想信念呈现功利化。当代青少年更加注重自

己的前途、财富、名誉、婚姻、家庭幸福等，这固然是

合理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容易滋生和助长出个人主

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思想。四是理想信念呈

现出虚无化。虚无化和功利化的看似是理想信念的两个

极端，其实本质上都是崇高理想信念的缺失。

（二）当代青少年理想信念缺失的原因

当代青少年理想信念缺失的原因很多，既有社会的

因素，也有学校和家庭的原因，还有青少年个人主观的

因素。

当代青少年理想信念教育的缺失，表面上是社会、

学校、家庭教育的缺失，本质上是历史教育的缺失，因

为我们这一代是无根的。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在西方文

明的冲击下被撕裂，支离破碎，难以行走在中国自己原

本的道路上，就连我们中国人自己都不了解自己，也不

知道怎么向别人解释自己，这样一群不了解自己民族和

文明的中国人怎么会有理想信念，更何况没有进入社会

的青少年。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青少年理想信念

教育的缺失就是历史教育的缺失。

二、当代青少年历史教育缺失的表现

当代青少年理想信念及历史教育的缺失确实应该引

起全社会足够的重视，认清楚当前的现状和危害，其缺

失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缺乏历史常识，历史记忆模糊

由于长期以来“西学独大”和“重文轻理”，历史学

在社会上不受重视。在大学是冷门学科，高考属于小科

目，在中学作为文科和副科不受重视，在小学根本没有

开设相关的课程。有相当一部分高中生依然停留在小学

“历史盲”的状态。在没有历史知识储备的情况下，高

考的指挥棒又要求高中生具备历史分析和探究能力，在

高中进行历史专题学习，即把历史分割为经济、文化三

个专题来进行探究学习。好多学生真是“丈二和尚摸不

着头脑”，云里雾里的就上了高考战场，能驰骋疆场的就

是少数自觉并有悟性的学生。

（二）历史素养欠缺，思维片面异化

缺乏历史常识只是一个表面问题，背后的实质问题

是青少年历史素养的欠缺，历史思维的异化。由于思想

不成熟，青少年很容易被一些所谓“历史的真相”所吸

引，而且对此深信不疑。就历史素养而言，很多青少年

缺乏分辨真假、探寻历史真相及原因的方法和能力。

此外，当代青少年还存在思维异化的问题。鸦片战

争以来，随着西方文明的进入，中华文明开始受到冲击，

渐渐的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所谓的近代化，包括民主

化、工业化的浪潮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就是西方化，

很多东西都是按照西方模式和西方标准建立起来的。中

华文明被撕裂以后，导致我们的思维异化，即我们不是

以中国的思维去思考中国，而是以西方的思维思考中国，

我们无法理解自己，更无法向别人解释自己，丧失了话

语权。没有本民族的文化解释系统和话语权，谈何文化

自信。所以恢复民族自信的关键是怎么重建本民族的历

史文化思维、文化解释系统和话语权，从而让青少年拥

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思维。

（三）历史现实脱节，知行不能合一

青少年缺乏历史常识和历史素养、思维异化，这还

是理论层面的问题，更重要的历史知识和现实脱节。到

了现实当中，好多人发现历史和现实好像也没什么关系，

学了那么多年历史好像也没什么用。历史与现实真的没

有联系吗？历史真的没用吗？其实这就是年少时没有学

好历史的后遗症，觉得历史就是历史，现实就是现实，

找不到两者的交汇点，完全把历史和现实割裂了，陷入

了“历史客观主义”的漩涡。

历史与实现脱节，背后更重要的是知行不能合一，

知行合一不单单是要求“知”和“行”合一，因为这里

的“知”不是指知识，而是王阳明所说的致良知。“知行

合一”乃是良知和良行合一，只有做到了“知善知恶，

为善去恶”，知行就合一了，历史与现实就有了联系，历

史才是有用的历史。

（四）历史情怀不深，缺乏责任担当

当代青少年理想信念呈现出功利化和虚无化的特征，

看上去是两个极端，或者功利，或者冷漠，无法再像传

统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那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具有“忧国忧民”的历史情怀，也很难再有特

殊的环境，像解放前的青少年“抛头颅，洒热血”，为了

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奉献自己的一切，也很难再如建国

初期到改革开房前，广大青少年响应祖国号召，“上山下

乡”，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

当代青少年成长的环境与之前已经大为不同，在这

样一个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各种思潮不断地冲刷着人

们的头脑，对于崇尚自由主义的当代青少年来说，能否

完全承担起民族复兴的重任，是值得期待的。

三、利用历史学加强对青少年理想信念的教育

历史是民族得以生存和繁衍、文明得以延续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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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条件，可见历史教育在青少年健康成长和民族复

兴当中发挥着多大的作用，所以利用历史学加强青少年

理想信念是及其重要和急迫的一件事情。

（一）提高史学地位靠国家重视

历史学能否在青少年理想信念中发挥有效作用，有

赖于国家的重视，从宏观政策上来提高历史学的地位，

使“重理轻文”和“西学压倒中学”的状态得以扭转。

一是改变目前“重理轻文”的学术结构现状。当自

然科学为主到应用科学占据了舞台中心的时候，人文学

科却靠边站，被挤在小角落里，导致整个社会的人文素

养和道德修养却跟不上，社会发展极不协调。这个不协

调远远要比地区发展不协调和城乡发展不协调更严重，

因为文化问题是影响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长远问题。

有鉴于此，“重理轻文”的状态一定要改变，历史学的地

位一定要提高。

二是要在重视人文学科的基础上，改变“西学压倒

中学”的状态，重建中国自身的学术体系，“以中国的思

维研究中国”，“以中国的话语解释中国”，构建有中国特

色的哲学社会科学。

三是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为导向，加强历史智库建

设，以中国思维来解决中国问题，服务于国家治理。提

倡国学进大学、进高考、进中小学课堂、进教材，只要

完全把小学、中学、大学到社会的通道打通了，历史和

国学的地位自然就提高了。

（二）通史教育和国学教育从娃娃抓起

针对青少年缺乏历史常识的问题，通史教育和国学

教育必须普及。要从娃娃抓起，注重启蒙教育，所以小

学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当然可以循序渐进，从易到难，

切勿“一刀切”和搞形式主义。

开设相关国学课程，将其列为常规课程，在国学课

程中，一是让小学生大概了解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增

强对民族和国家得认同。一年级到三年级用图画版的国

学读物，三年级以上文字类通俗读物为主，如《少儿版

史记》，《少儿版二十四史》，这样等到小学毕业时，已经

有了一定的历史知识储备，初中的通史教学和高中专题

探究就会更有效果。

二是开展少儿读经和读人物传记。读经方面，可以

选择一些传统文化典籍，符合少儿认知和成长规律。循

序渐进，从吟诵开始，反复读，让青少年逐渐产生对中

华文化的认同。还有人物传记，对少儿来说，也是比较

好的掌握史学的方法，人物传记凸出故事性和人文性的

特点，刚好符合少儿的认知和成长规律，不仅能引起少

儿的兴趣、深化记忆，更重要的是通过了解历史人物

的伟大事迹，从内心去感受伟大人物的人格魅力，从

而有助于青少年健全人格的自我塑造和良好道德的自

我养成。

（三）史学素养从教师开始

在学校教育中，历史教育能不能落实，关键在于发

挥教师的主导性，即历史教师怎么教的问题。一个老师

能教出什么样的学生，要看这个老师具备怎样的素养。

首先，作为当代的历史教师，一定要从“填鸭式”

的教学模式中摆脱出来，回归探究历史的本原。如在教

学中可以采用材料和案例教学，让学生带着兴趣，掌握

一些最基本的历史探究方法。在课外活动中采用“田野

调查”和口述史的方式，了解一些人物事迹和社会现实

问题，做到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

其次，历史教师也要具备做学术的能力。当今社会

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是应对评职称，还是面

对越来越厉害的学生，要能上的了课，做的了学术研究。

无论是写论文，还是做课题，必须学会怎样进行数据检

索，怎样写一篇完整的学术综述，还要注意学术规范等

等，做一个历史老师太不容易了。

（四）知行合一从社会调查和游学开始

对于青少年历史理论与实际脱节，知行不合一的问

题，符合青少年这个年龄段能力的就是社会调查和游学。

通过社会调查，一些难懂的历史问题，在现实中能

够有直观的感受，一下子就弄懂了。比如说历史中常提

到的西方工业革命，就可以组织学生做个以“工业化对

社会的影响”为主题的社会调查。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

去市场、工厂、繁华路口、城中村、垃圾填埋场进行观

察，学生就可以直观的感受到工业化和城市化对社会的

各种影响。学生把感受记录下来，进行整理和分析，就

是一份很好的检查报告。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理解了历

史，又体验了生活，一举两得。

游学也是实现理论联系实际，知行合一很好的方式，

这是历史的经验，古人和老一辈革命家是很好的榜样和

示范。青年司马迁正是在查阅史书的基础上，亲自去各

处遗址去考察和验证，才写出了比较可信的《史记》。少

年毛泽东也是通过深入农村调研，写出了《湖南农民运

动考察报告》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提出了符合

中国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实现了中国

的独立。

“游”的目的是“学”，游祖国的大好河山，学会思

考那条河、那座山、那处湖、那片草原在中华民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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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才造就了今天一个多元一统的

中国。游革命圣地，学习革命先辈“忧国忧民”的家国

情怀，那艘船、那座山、那条路、那些人在中国近现代

史上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才成就了今天一个独立富强

的中国。

（五）历史情怀从“修身齐家”开始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古代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

人生目标，在今天依然不过时，当代青少年也应当具有

这样的历史情怀，从“修身齐家”开始。

修身先从践行孝道开始，孝是人立身之本、家庭和

睦之本、国家安康之本。教导青少年孝顺父母、敬亲顺

亲，一定要扭转当前“以儿女为中心”的家庭模式，恢

复“以父母为中心”的传统。

青少年能够尽孝，家庭自然就和睦了，就会有好的

家风，这就进入到“齐家”的层面了。“齐家”的理想模

式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并不单单指个体家庭，

而应该是传统的宗族大家庭。传统的家族礼仪要得到恢

复，包括迎宾礼、成人礼、婚礼、葬礼等，让青少年传

统礼仪中提升道德修养，遵守孝道，保持家庭和睦。青

少年写家史是比较容易操作、效果较好的一种方式。青

少年通过采访家里的老一辈，把老一辈的一辈子人生经

历记下来，经过整理，这就是一部家族兴衰史。

培养青少年的历史素养，增强其理想信念，任重而

道远，最重要的还是要走在自己的路上，要对历史充满

温情和敬意，这是中国青少年之所以为中国青少年的特

质，怀有中国特色理想信念，坚定走中国特色道路最重

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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