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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高校大学生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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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强烈现实关怀的“外衣”下，渲染追求“真相”，歪曲中国革命历史，颠覆社会主义道路，

具有明显的价值取向，是当前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具有极大消极影响的一种社会思潮。高校是意识形态前沿阵地，大学生又

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高校大学生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必须旗帜鲜明

的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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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在心怀叵测者的包装下，披着绮

丽的“外衣”，以“夸大支流否认主流”“渲染个别现象掩

盖本质”等方式解构中国革命历史，更借助新媒体、新技术

和多种文艺表现形式来扩大影响和传播，逐渐向社会生活的

各领域渗透。历史虚无主义肆无忌惮的诋毁和诬蔑革命领袖

人物和历史英雄，诋毁中国一切进步革命，更有甚者，以否

定的态度批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取得的伟大成就。高

校是意识形态萌发、交汇、斗争的前沿阵地，历史虚无主义

思潮作为一种荒谬思潮在校园中不断扩散，会造成师生思想

的混乱，极易误导髙校教师以及那些正确价值观尚未完全树

立的大学生走上歧途，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高校意识形态

安全建设要不断强化，提升历史自觉和政治自信，始终坚持

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不移沿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

1 当代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现实特征

在 20世纪 80 年代末期，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霸

权主义的影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历史虚无主义

趁机在我国泛起，迎合着西方“和平演变”政策，鼓吹社会

主义“失败论”、诬蔑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从而质疑社

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

期，各种社会矛盾和敏感问题的多发期，在这种情况下，种

种社会多元现象层出不穷，人的思想观念日益趋向复杂化，

历史虚无主义又重新伪装以新的形式重新泛起。

1.1 丑化英雄人物，消解民族精神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主要以丑化英雄人物和消解民族精

神为手段，打着为反动人物昭雪翻案的目的，不断渗透。在

新时代下，历史虚无主义以多变形式借助互联网特别是新媒

体进行迅速传播。采用网络语言、搞笑段子、俏皮形态等方

式，利用微博、微信、QQ、博客等社交平台，诋毁革命历史、

开涮英雄人物，完全否定历史事实。有人声称雷锋故事是杜

撰的，邱少云是不符合科学逻辑的，甚至有人高赞妥协投降

的李鸿章是为国为民奉献者，爱国志士林则徐是盲目的。每

一个时代的英雄人物，都具有这个时代特有的民族精神，是

历史方位的精神坐标，是民族崇尚正义的榜样典范，是寻求

高尚精神的动力。历史虚无主义在不负责任的情况下，肆无

忌惮的丑化英雄，不仅损坏英雄人物的声誉，更消解了积极

励志的民族精神。

1.2毁谤党的领袖，否认党的政治品质

历史虚无主义存在一个最为显著的表现形式，就是毁谤

党的领袖，否认党的政治品质。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者竟

然把矛头指向了伟大开国领袖毛泽东，《毛泽东私人医生回

忆录》《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等书籍对毛泽东的政治

运动、思想观念、家庭婚姻进行抹黑，无限放大毛泽东的错

误并企图通过诋毁党的领袖，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改革开

放前的一切成就，并以此来摧毁党的优良品质，瓦解人们的

精神信仰。针对历史虚无主义对毛泽东的否定谬论，总书记

强调：“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

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革命领袖是人不是

神。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

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1]。

1.3曲解历史，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历史虚无主义毁谤为实现近代中国两大历史任务而进

行的斗争，诋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的夸大一些历史

事件的“细节”，抹黑历史，欺骗人们情感，甚至编造“饿

死几千万人”的谎言，企图煽动对党的领导的不满；有的以

批评“文化大革命”的名义，把党和新中国的历史说成是一

系列“左”的错误的过程，以此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

一味误解历史，不是一种历史的蒙昧，而是另有企图的攻击。

其真实用意是通过否定党的领袖，曲解党的历史，否认新中

国取得的历史成就，以此达到否定党的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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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的目的。

2 历史虚无主义对高校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

影响

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反历史规律的错误思潮，违背了唯

物史观的发展规律。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它完全脱离了

历史事实，凭着主观臆断重构错误历史，没有任何学术价值。

但作为一种具有明确政治诉求的错误社会思潮，历史虚无主

义无论以哪种形式出现，在客观上都会对高校大学生的历史

观、价值观和社会政治认同上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冲击和

威胁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建设，对新时代下的高校意识

形态安全建设提出新的挑战[2]。

2.1 历史虚无主义引起高校部分大学生政治信仰模糊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再次泛起将矛头直接指向党的领

导以及社会主义道路，否认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历史、否认

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取得的成果、否认党的领袖毛泽东和

毛泽东思想。首先，历史虚无主义造成部分高校大学生对马

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认同危机。大学生的政治立场还未完全

建立，容易受到历史虚无主义的冲击，再加上部分反动者提

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从而导致高校意识形态领域马克

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受到质疑。其次，动摇了高校大学生对的

党的信任。带有某种政治意图片面曲解中国革命以及党的历

史，在一定程度上，对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必然性产生质

疑。最后，消解了高校大学生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历史

虚无主义扩大对“社会主义失败论”大肆宣扬，抓住社会主

义历史发展中的问题不断放大，使立场不坚定和独立思考较

弱的高校学生对社会主义道路产生消极态度[3]。

2.2 历史虚无主义促使高校部分大学生价值观扭曲

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多元文化涌入我国，多元价值随

着利益的多元化而产生，历史虚无主义交织着新自由主义等

社会思潮不断潮涌迭起，造成了高校部分大学生价值观的扭

曲。一方面，腐蚀了高校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并极力推

崇西方普世价值，使部分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受到肢解。

另一方面，高校大学生是非荣辱价值观的颠倒，历史虚无主

义利用极端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歪曲历史，大学生受此影

响后易于走向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直接影响对现实事物的价

值判断，使大学生扭曲了荣辱观，迷失了评价是非的标准。

3 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对

策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现处在新时代发展的关键

时期，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推进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新形势

下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摘除历史虚无主义伪善

的面具，如果任由其继续传播，必然会搅乱人民群众的思想，

必然会影响高校大学生的政治认同、历史认同、民族认同乃

至国家认同。因此，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的

主导地位；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引领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

开辟思政课有效路径，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

加强网络监管，抢占网络意识形态新阵地。

3.1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的主导地位

当前各国之间的斗争归根到底是意识形态主导权的争

夺，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的主导地位才能保证

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的理论体系，具

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它能够以随时随的的历史条件为转

移，以联系与发展的眼光形成了一门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

论。马克思主义永远也不会过时，在新时代下我们要保持清

醒的头脑。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就必须明辨其历史唯心主义的

叙述手法与说理逻辑，在历史观上坚持唯物史观，尊重历史

事实和探究历史现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

指导思想，用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武装头脑[4]。

3.2开辟思政课有效路径，发挥思政课程主渠道作用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是高校加强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主

要方式和渠道，必须高度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质量与时

效，力争实现两个思政课堂的转变，一是把固定的思政教材

内容转变为灵活的教学课堂；二是把深刻的书本理论方法转

变为学生现实的实践能力。实现两个转变，一方面提升师资

素质，不仅需要专业的理论水平，还需要是一名真正的马克

思主义信仰者，才能在复杂多变的现实环境中拥有坚定的立

场和行为，才能为学生答疑解惑。另一方面提升教学效果，

课堂注重师生互动，并增添情景教学，转变教学方式，使教

学与实践结合起来。

3.3加强网络监管，抢占网络意识形态新阵地

在新时代背景下，历史虚无主义借助大数据大肆传播其

观点，网络成为高校大学生获取负面信息的主要来源，这些

负面信息造成了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混乱，加强网络新阵地的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管理势在必行。首先，建设校园网络文

化，把思想政治教育与网络教育结合起来。运用新媒体新技

术让思政理论课活起来，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及时解

决学生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增强网络育人的全覆盖。其次，

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具有信息丰富、

更新迅速、图文并茂等特点，大力宣传意识形态教育，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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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能量，弘扬时代主旋律，增强民族认同感。最后，全面加

强网络监管政策，实时进行追踪网络信息，及时发现安全隐

患，有效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传播。

4 结论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不仅要读懂这本教科书，还要深

思悟透，达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合一的境界，这样才能正

视这面镜子，反思利弊。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领域的

斗争更加纷繁复杂，一方面，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

斗争的严重性，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

持正确导向，就必须抵制和消除各种错误、腐朽思想的影响，

最大可能地减少其吞噬和同化效应。另一方面，我们要深刻

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战争

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它不仅仅是学术领域的切磋，它更

多的是政治领域的交锋。高校师生必须时刻保持政治定力，

文化认同和民族自信，当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来袭时头脑要

清醒，眼睛明亮，睿智聪颖的揭开它的伪装面具。高校师生

必须高度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伪装，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

位，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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