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战纪念“新常态”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教学中的社会资源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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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抗战纪念活动进入“新常态”。“新常态”下的抗战纪念活动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课程教育

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学术、网络、实践资源，这些资源在课堂教学、实践教学以及学生的自主学习过程中有着广泛的适用

性，对于提高思政课教学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可以发挥新的作用，但在推广运用的同时要注意鉴别，把握好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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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纪念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传统。早在抗日

战争时期，我们党就曾举办过形式多样的抗战纪念

活动，借以铭记历史、凝聚共识，进行社会动员。新

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每逢抗战胜利

或是重要的抗战事件发生周年纪念日，特别是逢

“五”、逢“十”周年纪念日，从中央到地方一般都会

举办规格不等、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唤醒国人历

史记忆，表达不同的社会政治功能，早已形成一种

“常态”。2014年 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每年的

9 月 3 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

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同

年9月1日国务院公布了首批8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

设施、遗址名录，以及首批 300 名在抗战中顽强奋

战、为国捐躯的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2015年8

月又公布了第二批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抗日

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于2014

年 7月 7日、9月 3日、12月 13日，2015年 7月 7日四

次参加抗战纪念活动，并发表重要讲话，2015年9月

3日又举行盛大的阅兵活动，抗战纪念已然成为一

种“新常态”。“新常态”不仅加深了人们对于抗战历

史问题和当前中日关系现状的理解，增强了中华民

族的凝聚力，也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提

供了丰富的新鲜社会资源。

一、“新常态”下的抗战纪念活动资源

自“05”方案实施以来，围绕着社会资源，特别

是红色历史文化资源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

运用，学术界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一般认

为所谓红色资源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

过程中所留下的一切物质资源与精神资源，［1］它理

所当然地与历史联系在一起，甚至直接归属于历史

范畴。然而，“新常态”下的红色资源则不同，它由历

史问题引起，却包含更为丰富的现实关怀，它代表

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体现了社会正能

量，并为广大国民所认同。抗战纪念活动就是如此，

它能够为我们提供远过于传统红色资源的“新常

态”资源。

（一）理论资源

“新常态”下中国最高领导人参加抗战纪念活

动并发表重要讲话，不仅是一种仪式和象征，更向

外彰显了目前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抗战历史问题的

最新认识，以及建立在历史问题之上对当前国际国

内现实问题所持的基本观点与基本立场，对于人们

思考当前问题及今后一段时期研究解决相关问题

提供理论依据。以习近平主席2014年三次抗战纪念

讲话为例，他重申了中国政府历届领导人对抗战历

史问题的基本看法，同时也针对当前国际国内问题

2016年第5期
第32卷

（总第425期）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JOURNAL OF EDUCATIONAL INSTITUTE OF JILIN PROVINCE

No.5，2016
Vol.32

Total No.425

59



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号召人们尊重历史，

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坚定信心，团结一致，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这三篇讲

话既有传承，又有创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

抗战历史认识的深入和发展，同时对当前中日关

系、战后国际秩序、两岸关系也提出了新看法，这对

我们认识和解决相关问题无疑提供了理论指导。

（二）学术资源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政治性和科学性的统

一，无论是政治性还是科学性都需要学术予以支

撑。“新常态”下的抗战纪念活动也是一场学术盛

宴，可以为我们提供丰富的学术资源。抗战时期是

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的重要阶段，有许多未知的学术领域等待发掘。近

年来，随着一批批新资料的发现，抗战研究成为学

术界的显学，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于这一领域，也

为这一领域的学术成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自抗战

纪念进入新常态以来，学术界召开了多场与抗战主

题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出版了多部抗战题材的史料

集、丛书、专著、论文集，发表的抗战主题学术论文

更是不胜枚举。这些学术成果的产生是抗战学术研

究深化的必然结果，与抗战纪念活动的推动有直接

关系。

（三）网络资源

在虚拟社会和大数据时代，网络（手机）成为

“新常态”下抗战纪念的新渠道。每逢抗战纪念日来

临，中国各大门户网站都会开辟专门的纪念窗口，

报道最新的抗战纪念时事新闻，提供抗战历史素材

的文字、图片、视音频等大数据链接。在微博平台和

微信圈也会提供、转发各种各样的纪念素材，在一

些网络论坛也会发布相关的网帖，并提供网友互

动。一些纪念馆、纪念地和民间人士也会主动发起

网络纪念活动。通过网络（手机）终端，抗战纪念信

息会非常便捷地传播到国人中间，也几乎是大多数

中国人参与抗战纪念活动的主要途径。但网络所提

供的海量信息，也给大家带来了筛选的烦恼，甚至

因“过度”纪念而产生审美疲劳。网络是一把双刃

剑，我们绝不能因噎废食，若能做好监管，选择得

当，网络当然是获取纪念资源的绝佳路径。

（四）实践资源

作为最传统也最主要的纪念方式，抗战纪念

馆、纪念地的作用不可替代，也是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获取实践教学资源的主要路径。“新常态”确立

了首批300名抗日英烈、英雄群体，80处国家级抗战

纪念设施、遗址，这批英烈、英雄群体、设施、遗址分

散在中国大陆甚至是境外各地，如果再算上没有进

入名录的抗战纪念馆、纪念地，以及其他民间纪念

场所、物品，中国基本上每座城市都能寻找到与抗

战历史有关的纪念资源，纪念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这些纪念馆、纪念地大多通过文字、图片、视音频、

实物、情景模拟等方式向人们尽可能全面详细地展

现当时的历史以及时代的变迁，能够最大程度地唤

起人们的历史记忆与国家记忆，增强爱国情感。“新

常态”下要继续保护、发挥、开发好抗战纪念馆、纪

念地在实践资源提供方面的作用。

二、“新常态”下抗战纪念活动资源在教学中的

运用

“新常态”下的抗战纪念活动为社会提供了新

的理论、学术、网络、实践资源，这就为丰富、提升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特别是《纲要》课程教学的有效

性提供了新的机会与可能，若能运用得当，对于促

进《纲要》课程的课堂教学、实践教学，以及学生的

自主学习都有重要作用。

（一）课堂教学中的运用

对于很多学生而言，他们认为《纲要》课程是历

史，距离他们的生活很遥远，所以，教师在从教材体

系向教学体系转变过程中，或多或少会结合当前与

历史有关的热点问题，进而引导学生进入到历史情

境之中，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让学生感到相关

问题并不完全是历史，它更是我们社会政治生活的

一部分。就抗战纪念活动资源来说，在课堂教学中

至少有三个以上的教学环节可以运用。第一，导入

部分，可通过案例运用纪念资源。如《纲要》教材第

六章“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如果我们授课时直接

进入“日本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会显得比较

突然，缺乏现实关怀，会让学生感到枯燥，因此，在

讲授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加入“导入”，通过视音频、

图片、文字案例等方式，向学生们介绍“九一八”“七

七”纪念等“新常态”下的纪念活动，进而通过设问

的方式引导学生进入学习主题，这样处理对于调动

学生的学习兴趣效果要好很多。第二，讲述具体问

题时，可适当运用纪念资源作为背景资料。比如，在

讲述“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时，除了讲授相

关理论、史实，也可介绍相关纪念馆、纪念地，为讲

述提供历史依据。第三，讲述基本概念与理论问题

时，可直接引用习近平主席在抗战纪念时的相关论

述。如在讲述抗战爆发的原因、抗战中国共两党的

地位、抗战的历史意义、抗战胜利的原因、抗战的历

史认识等具有原则性、立场性理论问题时，可向学

生直接介绍习近平主席在抗战纪念讲话时的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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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讲话精神，以便于学生更好地理解这些理论问

题。当然，因课时和讲授重点的关系，课堂教学中对

于抗战纪念资源的运用要把握好分寸与尺度，防止

重心偏移。

（二）实践教学中的运用

在“05”方案实施中，实践教学是最大特色，也

是最难实施的部分，因现实条件的限制和活动组织

的难度、风险，不少实践教学最终流于形式和纸面

之上。“新常态”下的抗战纪念活动几乎为所有人提

供了近在咫尺的实践教学资源，若不加以好好利用

实在可惜。就抗战主题的社会实践而言，可以通过

以下三种形式展开：第一，体验式实践，即组织、引

导学生有目的地前往相关抗战纪念馆、纪念地，亲

身感受，亲自体验相关历史情境，将课堂上学到的

理论知识与纪念馆、纪念地的现实体验结合起来，

加深印象，升华心灵。以笔者所在的广州为例，在首

批公布的8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及遗址中，广东

省有两处，分别是位于广州的“十九路军淞沪抗日

阵亡烈士陵园”和位于惠州的“东江纵队纪念馆”，

广州、惠州两地的高校便可就近组织学生，或引导

学生自行前往相关纪念场所现场体验。第二，探索

式实践，即以问题为中心，引导学生个人或以团队

的形式到实践中去寻找问题的线索，并通过研究最

终解决问题。如果说体验式实践是在已知领域的再

升华，那么探索式实践则是从已知向未知领域的延

伸。事实上，在中国各地方、在民间社会，甚至是学

生的家乡都保存有十分丰富的抗战纪念资源，由于

缺乏关注、缺乏引导，学生往往视而不见。探索式实

践就是主张教师通过作业、课题、兴趣小组等形式

去引导学生寻找、发掘、展现那些并不为大众所知

的抗战资源，它可以是一个人物，一个物品，一座建

筑，一条马路，通过发现这些抗战资源背后的故事，

探索他们身边的抗战历史。第三，分享式实践，即将

个人的实践成果与他人分享。在实践教学中，实践

的主体是学生，由于条件的限制，并不是每个学生

都有机会去实践，在这种情况下，他人实践成果的

共享便成为必不可少的路径，这里的“他人”可以是

学生，也可以是教师，但一定是课程的参与者。教师

在进行抗战主题社会实践时，可以通过拍摄现场微

课视频的方式，将实践现场保存下来，这些现场微

课视频可以是对实践现场的情境介绍，也可以是在

现场结合教材中的某个问题进行讲述，经过后期制

作处理后，教师可以选择在课堂上与学生进行微课

分享。有条件的学生也可以如此，鼓励他们将实践

中的情境通过微视频形式记录下来，然后与其他同

学分享。实践表明，通过师生共同分享实践成果，能

够激发学生对相关问题的关注度，调动他们的参与

热情，对于提高教学效果是有帮助的。

（三）网络自主学习中的运用

所谓自主学习是以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由学

生自己确定学习目标，自己选择学习内容和学习方

法，自己为学习进程及目标管理负责，自己评价学

习效果。［2］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自主学习已包含在课

堂学习与实践学习之中。随着现代网络教育技术的

发展，网络自主学习平台已经广泛建立，并在高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推广使用，成为当前大学生自主

学习的重要途径。就抗战纪念资源在网络自主学习

平台中的运用而言，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被动

式，即平台负责人（授课教师）将相关抗战纪念资源

经过甄别、整理、分类后，放置于平台上，由学生自

主获取。第二，主动式，即平台负责人（授课教师）引

导学生搜集有关抗战纪念资源，并主动提交于平台

之上，供全体平台成员使用。第三，互动式，即平台

负责人（授课教师）通过实时在线、定时在线的方

式，在平台上与学生即时互动，回答学生有关抗战

纪念问题，提供有关信息。网络自主学习平台的运

用，可以弥补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信息量的不足，

满足学生自主学习的多元化需求，实时同步，确保

抗战纪念新资源及时准确地入脑入心。授课教师作

为平台的负责人有责任有义务维护好平台的正常

运转，并承担“过滤器”“防火墙”的角色，确保正确

的价值导向充满线上线下。

三、启示与借鉴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发现，“新常态”下的抗战纪

念活动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了丰富的教育

教学资源，在《纲要》课程教学过程中有着广泛的实

用性，对我们搞好《纲要》课程教学，乃至整个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有着很重要的启示与借鉴。

（一）提高教学实效性

《纲要》课程有别于一般的历史课，它是从历史

教育的角度承担政治教育的功能，其教学的最终目

的在于通过讲述 170余年的历史让学生认识到“四

个选择”是历史的必然，不仅要在学理上讲通讲透，

更要在思想上高度认同，所谓有效性最终指的就是

在思想上的认同。抗日战争的问题在整个《纲要》课

程教学中有着特殊的位置，它涉及到整个中华民族

的民族情感问题，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是学生

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从纪念活动入手，将学生

带进历史情境，再回到现实反思这段历史，最后再

通过实践参与予以强化。通过运用抗战纪念活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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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不断切换，要比单纯的史实

重建效果要好。现实与历史的紧密关联性使得学生

发自内心地投入情感去关注课程，并渴望从课程中

了解更多的事实真相；历史与现实社会环境的巨大

反差也更能够引领学生认识到现实生活的来之不

易，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旧貌换新颜的卓越

成就。所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有效性一定不是学

生掌握了多少理论知识，也一定不是学生能够获得

多少考试成绩，而是在日常的教学与实践过程中对

学生潜移默化的思想影响。

（二）具有可推广性

如果说本文所探讨的“新常态”下的抗战纪念

活动资源主要是运用于《纲要》课程“中华民族的抗

日战争”这一特定主题的话，那么事实上这一教育

教学方法也具有推广价值。比如，中国近现代史上

所发生的很多重大历史事件，中国人民今天仍然没

有忘记，仍在通过各种方式纪念，如辛亥革命、孙中

山、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诞生、新中国成立、十

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等，这些问题在《纲要》教学中都

是核心重点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也留下了丰富的社

会资源，在进行这些问题的教学时也可适当借鉴抗

战纪念资源运用的方式方法，以提高教学效果。除

了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运用之外，在大、中、

小学的历史教育、中共党史的教育实践以及其他人

文社会科学的教育、宣传、研究工作中都可以吸收

和借鉴。

（三）分寸与尺度

我们主张在《纲要》教学中运用抗战纪念活动

资源以提高教学效果，让青年一代对这段历史记忆

铭刻在心，但我们无意挑起青年一代的仇恨，就像

习近平主席所说的那样：“要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

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而不是要延续仇恨。”［3］所

以，广大一线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一定要精心选

取恰当的抗战纪念资源，把握好分寸与尺度，引导

学生理性看待历史，防止煽动学生的反日、仇日情

绪。要以教材为根本，充分认识到教学的重点和难

点，抗战纪念资源如何服务好、巩固好对教学重难

点问题的辅助作用，尤其要防止带有明显情绪化的

过分解读，本末倒置，对青年学生产生误导。在选取

抗战纪念资源时，要注意选择那些主要的、有明确

出处的、代表社会主流方向的资源，对那些来路不

明、观点存在明显分歧，甚至是颠倒黑白、容易造成

学生困惑的社会资源，教师们要严格把关，防止非

主流的价值思想渗透，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注意

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最近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

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意见》强调指出：“意

识形态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高校

作为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肩负着学习研究宣传

马克思主义，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人才保障和

智力支持的重要任务。”［4］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

校宣传思想工作的主要阵地，思政课教师有责任也

有义务维护好阵地的良好氛围，要让正能量像空气

一样无处不在地充满大学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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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Normal of Anti Japanese War Memorial and the Education of“Chinese Modern History Outline”

ZHANG Longping
（Social Sciences Department，Jinan University，Guangdong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Now the Anti Japanese war memorial activities enter into the new normal.“The new normal”of the Anti Japanese

war memorial activities provides rich theoretical，academic，practice，network resources for the course of“Chinese modern history

outline”. These resources have broad applicability of autonomous learning process in the classroom teaching，practice teaching and

students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and also will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and pertinence，but at the same time we

will pay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tial and grasp the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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