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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下，高校加强唯物史观教育教学，有利于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的历 史 观，有

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提升相关课程教学的认同感。当前，高校唯物史观教育教学 仍

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包括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部分教师的素质、部分学生对待历史的态度以及相关课程 考

核方式等方面。基于这些现实问题的分析以后，我们应采取相应的改进对策，从而提升唯物史观教育教学 的

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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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的伟大发现，不仅是科学

社会主义创立的哲学基础，而且是中华民族站起来、

富起来、强起来的根本思想武器［１］。而唯物 史 观 教

育，主要是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为

主要内容，以及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而开展的相关历

史教育。高校中其直接相关的课程，主要包括《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以下简称《原理》）和《中国近

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等思想政治理论课

程，以及相关的历史文化课程。

一、高校加 强 唯 物 史 观 教 育 教 学 的 重 要

意义

习近平指出：“高校要把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研

究宣传作为重要职责，让马克思主义主旋律唱得更

响亮。”［２］（Ｐ９９）在面临各种社会 思 潮 和 错 误 历 史 观 的

消极影响下，高校加强唯物史观教育教学显得尤为

重要。
（一）有利于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的历史观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仅研究关于社会历史

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还涉及能否认识和如何认识

历史规律的问题。唯物史观有其科学性，主要包含

三层含义，即为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撇开成见和感

情的严谨科学态度、归纳演绎的科学方 法［３］。目 前

我国社会思 潮 中 仍 然 受 到 历 史 虚 无 主 义 的 消 极 影

响，在一定程度上曲解了唯物史观，否定了唯物史观

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进而影响了大学生形成科学的

历史观。同时，对待西方“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和民

主社会主义等错误思潮，仍需要运用唯物史观来加

以分析和认识。因此，高校通过加强唯物史观教育

教学，不仅有利于克服历史虚无主义等相关错误思

潮的消极影响，而且可进一步增强大学生抵制错误

历史观的能力，从而引导他们树立正确和科学的历

史观。
（二）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网络和新媒体的影响下，一些大学生受后现

代主义历史观的游戏思维和反理性的消极影响，片

面地追求消费和娱乐，进而导致在价值观念上形成

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和游戏人生的态度，从而影响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高校通过加强

唯物史观教育教学，引导大学生深入认识后现代主

义历史观的错误方面，批判和反对现实生活中过于

注重物质以及消极的人生态度，进而激发他们对精

神生活的追求，从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奠定坚实基础。此外，注重运用唯物史观来深入认

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并与错误的价

值观相区分。例如，运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

证关系原理，来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平等”
的含义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形式和实质上的平等，而

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下虚假的平等形式。因此，高

校加强唯物史观教育教学，在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

历史观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有利于提升相关课程教学的认同感

在“侵略有功”、“告别革命”和为一些反动的历

史人物翻案等错误历史观的消极影响下，部分教师

和大学生对《原理》和《纲要》等唯物史观教育的相关

课程缺乏认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不仅

课堂教学的教师自我认同度下降，而且部分学生的

认知程度也较低［４］。部分教师受错误舆论观点的影

响，自身对唯物史观教育教学的价值产生怀疑甚至

否定。一些学生则认为唯物史观教育的相关课程与

实际生活相脱离，对自身成长需要并没有产生较大

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高校加强唯物史观教育教

学，有利于提升相关课程教师对教学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同时，进一步推进教学与学生的实际生活和

成长需求相结合，增强其课堂教学的吸引力和针对

性，进而提升学生对唯物史观教育相关课程教学的

认同感。

二、高校唯 物 史 观 教 育 教 学 存 在 的 问 题

分析

近年来，高校唯物史观教育教学在相关课程体

系和科研成果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在教

学内容、教学方法和部分教师的素质等方面，仍存在

一些问题。高校唯物史观教育教学的实效性，仍有

待提升。
（一）唯物史观教育的教学内容脱离社会现实

高校关于唯物史观教育的教学内容方面，缺少

对现实生活中相关社会思潮的批判性，进而未能深

入揭示唯物史观的真理性。例如，《原理》课教学中，
关于社会劳动的作用、物质生产的基础地位和社会

发展动力等基础理论，较少结合一些西方社会思潮

来进行批判地分析，进而使学生缺少对唯物史观的

深入理解。在《纲要》课教学中，涉及如何认识历史

方面，容易受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影响，进而导致学生

否认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由此，有必要在唯物

史观教育的教学内容中，加强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

现实生活中相关的社会思潮。
在实际唯物史观教育教学中，仍存在着机械地、

僵化地和教条地讲授唯物史观现象，缺乏对现实问

题的解释和分析，进而影响唯物史观的感召力、说服

力和影响力。同时，唯物史观教育的相关课程教学，
不仅缺乏运用唯物史观原理和方法来正确认识新时

代的重要改革和科学决策，而且在借鉴学术界关于

唯物史观研究的最新理论观点和国内外史学研究的

最新理论成果方面有待进一步加强。由于唯物史观

教育的教学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现实相脱离，
这样就容易导致学生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产生质

疑，甚至否定唯物史观的科学性。
（二）唯物史观教育的教学方法缺少针对性

在唯物史观教育的教学方法方面，大多数教师

也采用了多种教学方法，比如多媒体教学法和案例

教学法等。但是，从唯物史观教育教学的实际效果

来看，仍未能有效地形成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双向互

动。部分教师不注重当代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
教学方法陈旧，授课方式单一［５］。由于唯物 史 观 教

育的教学方法缺少创新，忽视相关课程教学方法的

差异性，进而未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从而使课

堂教学缺乏亲和力和感染力。尤其在新媒体时代，
部分从事唯物史观教育的教师习惯于传统的教学方

式，较少运用新的媒介工具，进而忽视对网络上错误

历史观的澄清。
唯物史观教育的相关不同课程，在一定程度上

忽视结合课程的特点和内容，来采取具有针对性的

教学方法。例如，关于《原理》课程，内容量多而学时

有限，与之相契合的专题讲座的方法仍需要加以运

用；而关于《纲要》课程，侧重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等方

面的分析，与课程内容相贴切的体验式教学法也应

进一步加以运用。这样对于唯物史观教育教学的实

效性，在一定程度上才会有所提升。此外，在运用社

会实践方法上，从事唯物史观教育的部分教师未将

课外实践落实到实处，有待进一步引导学生来深入

了解社会、国情和民情等方面。
（三）从 事 唯 物 史 观 教 育 的 部 分 教 师 素 质 有 待

提升

当前高校从事唯物史观教育的部分教师，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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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错误思潮的消极影响，并产生质疑和否定唯物史

观的现象。一少部分教师由于对唯物史观缺少正确

理解，进而缺乏正确的价值观和应有的社会责任感，
脱离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加上功利化和物质化的

影响，在实际生活中借历史细节和国外社会发展的

表面现象，来质疑和否定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并在

根本上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等唯心史观。同时，部分

教师和相关学者缺乏问题意识，在运用唯物史观的

原理内容与相关的历史文化课程教学相结合方面有

待进一步加强。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尤其是《原理》和《纲要》等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应注重把马克思主义作为

“看家本领”。在面临对唯物史观的质疑以及相关理

论与社会现实存在不一致的情况，部分教师采用旧

方法和老思路来进行应对。而有些教师原来拥有的

“看家本领”，在新的教学过程中有陷入“本领恐慌”
的地步［６］。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学术和课堂 上 的 虚

无主义，并对唯物史观进行歪曲和误解，而相关课程

的部分教师缺少相应的理论来进行针对性地批判。
另外，相关课程教师的职业素养，有待进一步提升。
从事唯物史观教育的部分教师在教学上，缺乏敬业

精神和改革创新的理念。
（四）部分大学生缺少正确对待历史的态度

在现实生活中，部分大学生由于自身对唯物史

观的基本内容缺乏正确认识和历史知识的欠缺，进

而未能正确对待历史。尤其是关于历史发展的连续

性和阶段性以及历史人物的评价等方面，仍需要教

师进一步引导他们来正确认识。同时，一些大学生

受错误思潮的消极影响，容易导致缺乏坚定的政治

立场。例如，西方新闻观，从抽象的“人性”和“理性”
出发，主张无条件的、绝对的和超阶级的新闻自由，
容易导致学生基于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而不是以

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根本立场。
在面临多种社会思潮和多元社会历史观时，一

些大学生还缺乏对唯物史观的自觉运用意识。在社

会生活中，仍有一些人刻意“抹黑”英雄人物和革命

烈士。例如，近些年来出现的质疑和戏虐革命先烈

“狼牙山五壮士”和邱少云等现象。而大学生对于这

些现象，较少能正确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来进行正

确分析。实际上，这些现象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

表现形式，它们往往通过借用一些历史细节，来颠倒

是非评价标准和解构主流价值。由此，在唯物史观

教育的相关课程教学中，有必要引导学生运用唯物

史观的方法，来深入认识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历史

观的实质。
（五）唯 物 史 观 教 育 的 相 关 课 程 考 核 方 式 有 待

完善

高校关于唯物史观教育的相关课程，其考核方

式大都以 理 论 考 试 和 平 时 成 绩 来 进 行。例 如，《原

理》和《纲要》课程的考核，理论考试主要以书本的主

要知识内容为主，平时成绩则包括学生的出勤、作业

和上课回答问题等方面。这种考核方式的弊端，主

要表现为轻能力考核和少素质评价以及忽视学生行

为层面的考核［７］。实际上，这些考核方式在 一 定 程

度上缺少对学生自主学习的关注，并不能较好地激

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其相关不同课程的考核

方式，缺少应有的区别性。
当前，虽然一些高校对唯物史观教育相关课程

的考核方式进行了改革，但仍有待进一步加以完善。
在唯物史观教育相关课程的考核内容上，不仅缺乏

对学生主体性和探索精神的关注，而且缺少对唯物

史观的实际运用以及社会实践参与方面的考核。在

考核形式上，较少关注学生的实际成长需要。关于

课堂演讲、社会调查和面试口试等考核形式仍有待

进一步加以运用，并在实践探索中总结经验，进而形

成统一的评价标准。而相关课程的考核目标，还存

在过于注重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而忽视相关课

程的唯物史观教育功能。

三、改进高校唯物史观教育教学的对策

在切实分析高校唯物史观教育教学存在的具体

问题后，需要采取相应的改进对策。因此，我们应在

唯物史观教育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相关教师的

素质等方面，来进一步加强唯物史观教育教学。
（一）推进唯物史观教育教学内容的不断优化

在唯物史观教育的相关课程教学中，应引导学生

运用唯物史观来正确认识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社会思

潮。例如，《原理》课中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内容，应
结合后现代主义哲学中主张将话语作为社会发展的

动力，并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其合理性和局限性。在

《纲要》课教学中，注重运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后现代主

义历史理论的实质，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历史。而后现

代史学理论质疑此前的社会科学化史观，其特征是取

消历史学的真实性［８］。其代表人物海登·怀特，在对

唯物史观的文本进行语言学分析时，虽然认识到了马

克思对历史分析的主观性建构，但在一定程度上冲击

了唯物史观的基础理论。因此，在唯物史观教育的教

学内容上，尤其关于唯物史观的基础理论受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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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须有效地进行应对。
推进唯物史观教育教学内容的优化，还应从以

下两个方面进行努力。一方面，重视向学生讲授习

近平新时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所 蕴 涵 的 历 史

观。例如，《原理》课教学中，应注重融入习近平的历

史本体论、历史主体论和历史认识论等历史观的内

容；《纲要》课教学中，应结合习近平关于中国梦、抗

日战争史和中共党史等方面的论述。另一方面，注

重吸取学术界关于唯物史观和相关历史方面研究的

最新成果，不断丰富唯物史观的教学内容。同时，应
在时代性基础上贴近现实，结合学生所关注的热点

问题，注重引导他们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遇

到的现实问题。
（二）注重唯物史观教育教学方法的针对性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注重唯物史观教育教学方

法的针对性，应在运用心理学和传播学等方法基础

上，通过通俗新颖的语言形式，来增强相关课程教学

的吸引力。例如，“马克思靠谱”这一电视节目和书

籍，不仅其节目和书籍以新颖的语言形式来介绍马

克思，而且针对诋毁马克思的谣言通过相关史料来

加以澄清。同时，注重运用新的媒介工具，批判和反

对网络上的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历史观。通过使用

“慕课”、网易公开课和微信公众号等方式来开展唯

物史观教育教学，不仅使学生更易于接受和认同，而
且促使其传播更加形象化和生动化。这样在给教师

和学生提供更多讨论空间的同时，也促进了学生之

间的相互讨论和学习。
在唯物史观教育教学中，应结合不同课程的特

点和内容，而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例如，在《原理》
课教学中，结合课程抽象性和内容批判性的特点，应
运用比较鉴别的方法，通过唯物史观与不同形式的

唯心史观进行批判性的对话，从而增强唯物史观的

说服力。在《纲要》课教学中，结合具体教学的历史

内容，则应运用多种媒介再现历史情境、学生角色扮

演融入历史情境和问题启发式情境设置等不同形式

的情景式教学法，引导学生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历

史事件和评价历史人物。此外，注重运用辩论式教

学法、课堂讨论法、主题发言法和探究式教学法等参

与式教学方法。在重视课堂教育的主渠道时，还应

延伸到课 外。通 过 基 层 调 研 和 访 谈 等 社 会 实 践 形

式，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三）提升从事唯物史观教育的教师素质

在高校的唯物史观教育教学中，应注重提升相

关课程教师的唯物史观理论素养，并针对歪曲唯物

史观的言论进行有力地批判和反对。通过完善相关

不同课程教师的知识结构，来进一步提升教师的“本
领意识”和理论素质。从事《原理》和《纲要》等思想

政治理论课的教师，不仅要掌握唯物史观的主要内

容，而且还应学习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等历史知识，
这样才能结合相关的历史知识来生动地阐释唯物史

观，避免课堂教学的枯燥化。而从事相关历史文化

课程的教师，在掌握相关历史文化知识的同时，也需

要深入学习唯物史观的相关理论，从而使教学更具

有深度性和学理性。
加强唯物史观教育教学，还应注重相关课程教

师职业素养的培育。其具体主要应从职业技能、职

业形象和职业理想等方面来进行培育，进而提升从

事唯物史 观 教 育 教 师 的 整 体 素 质。从 职 业 技 能 来

看，教师在教学中应坚持问题导向，具有世界眼光和

中国立场，增强学术意识和学术自觉，从而提升教学

和科研能力。在职业形象方面，教师在自身坚定唯

物史观的同时，帮助学生辨析错误的历史观，进而为

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奠定基础。在职业

理想方面，通过坚定党员教师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来进一步推动唯物史观教育教学工作。同时，注重

提升部分教师的敬业精神，不断推进整体性和研究

性等教学理念的创新。
（四）引导大学生正确对待历史

在唯物史观教育教学中，应引导大学生正确对

待历史，而不能靠主观猜测和想象来对待历史。一

方面，应引导大学生正确看待改革开放的前后两个

不同时期，反对将其对立和割裂开来。马克思指出：
“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

产力总和”，“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

力、资 金 和 环 境”［９］（Ｐ１７２）。改 革 开 放 前 后 的 历 史 时

期，具有其关联性和连续性，并不是绝对对立和彼此

割裂的，而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另一方面，应
引导大学生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和普通个人。习近平

指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

社会的历 史 条 件 下 去 分 析。”［１０］（Ｐ６９３）关 于 评 价 历 史

人物，要全面、客观、历史和辩证地进行分析，既要认

识到其主观个人因素，也要认识到当时的客观历史

条件。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方法论，主要包括唯

物主义的方法、实践的方法、阶级分析法、利益分析

法以及社会主体分析方法等。在唯物史观教育的相

关课程教学中，注重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相结合，既
要引导学生运用唯物史观来认识一些错误历史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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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也要认识到这些历史观在方法论上的局限性。
例如，历史虚无主义在实质是唯心史观，并片面使用

史料，采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违背了历史

的事实和忽视了历史的全面性。同时，还应引导大

学生正确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反对教条化和片面

化地理解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尤其是关于阶级分析

法，我们既要坚决反对阶级分析法过时的观点，也要

反对将阶级分析法作为唯一和孤立的一种方法。
（五）完善唯物史观教育的相关课程考核方式

唯物史观教育的相关课程考核，应在关注学生

道德素养、思想情感和心理成长的需要基础上，重视

学生素质和能力方面的考核。在考核方式上，不仅

凸显出其应有的激励性，而且关注学生学习的过程

考核。其不同课程的考核方式，应结合相关具体的

教学内容，而有所不同。例如，《原理》课程的考核，
应采用体现对唯物史观认识和运用的读书报告以及

调查报告等实践方式；《纲要》课程的考核，应注重涉

及运用唯物史观来评价历史人物和分析历史事件对

当代中国影响的课堂小组讨论，以及爱国主义的演

讲等方式。
在重视学生主体性和探索精神的基础上，推进

唯物史观 教 育 相 关 课 程 考 核 方 式 的 多 样 化。一 方

面，教师可以组织学生，通过辩论赛、分组讨论和面

试口试等方式，并按相应的统一标准进行评价。另

一方面，教师根据课程内容来进行社会实践调查，并
培养学生撰写调查报告的能力。其成绩改为由理论

知识考核、平时成绩考核和社会实践考核三部分构

成［１１］。其不 同 课 程 的 实 践 调 查 报 告，也 应 有 所 侧

重。例如，《原理》课程的调查报告，可关注调查和搜

集不同社会群体对唯物史观存在的疑问、历史虚无

主义的种种 表 现 以 及 对 共 产 主 义 理 想 信 念 的 看 法

等；《纲要》课程的调查报告，可注重学生家乡的历史

事件、历史人物和特色文化以及学校所在城市的历

史文化资源等。同时，应结合唯物史观教育的相关

课程考核目标，逐步完善具体考核方式的可操作性

和可执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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