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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佛山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这些资源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

学的优质素材。合理有效地将其运用到实践教学中去,可以充实教学内容,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

帮助大学生了解近现代中国国情,增强爱国主义精神。 

[关键词] 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实践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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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开设的“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以下简称“纲要”)课程主要讲授

中国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抵御外来侵略、

争取民族独立、实现人民解放和坚持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是面向本

科生开设的四门必修思想政治理论课之

一。课程开设目的是帮助大学生“了解

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么

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
[1]使当代大学生摆脱历史虚无主义,树

立起正确的历史观。2019年3月,在学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国家领

导人提出思政课在教学上“要坚持理论

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用科学理论培养人,

重视思政课的实践性,把思政小课堂同

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教育引导学生立

鸿鹄志,做奋斗者。”[2]把地方历史文化

资源融入到“纲要”课程中,将其利用好,

可以进一步提高高校思想政治课的实践

教学效果。 

1 佛山历史文化资源的现状

梳理 

佛山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城市,

是中国天下四聚、四大名镇之一,也是广

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国家级的

历史文化古城,佛山拥有丰富的地方历

史文化资源,包括历史文化古迹、古建

筑、风俗、纪念馆等各种载体。 

1.1佛山的历史文化资源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

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

遗产。”[3]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是彰显

一座城市的文化软实力,也是增强文化

自信的重要途径。 

由于佛山河网密布,水路发达,自清

代起,佛山与各地的商业往来频繁,城市

经济发达。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地方社

会也进行了功能性的整合,使佛山的手

工业生产得到全面的发展,商品经济逐

渐繁荣,一度成为与广州并立的岭南中

心市场。作为现今佛山历史文化名胜古

迹的祖庙、梁园、清晖园、南风古灶等,

都是历史发展中佛山在岭南地区地位卓

越的最好见证。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佛山还

形成独具特色的地方民俗文化。作为“南

狮”发源地的佛山,有着最为传统的狮头

扎作技艺。明清时期,佛山是中国四大木

版年画生产基地之一,木版年画畅销海

内外。除了手工业外,佛山还有粤剧、八

音锣鼓、佛山秋色等极具民俗特色的艺

术活动。这些富有特色的古迹与民俗文

化植根于民众,不断推陈出新,焕发着强

大的生命力。 

1.2佛山的红色文化资源 

“革命传统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既

注重知识灌输,又加强情感培育,使红色

基因渗进血液、浸入心扉,引导广大青少

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4]在“纲要”课堂中引入佛山的红色文

化资源,可以更好地培养和提高大学生

的综合素质。 

许多近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都出自

佛山,或者在佛山从事过重要活动,如戊

戌变法的发起者康有为、大革命失败后

在敌人的刑场上举行婚礼的陈铁军、抗

日初期远赴东北领导群众进行反日斗争

的罗登贤等。这些革命人物也在佛山留

下了一些属于他们的痕迹。如今佛山有

康有为故居、陈铁军故居、罗登贤事迹

展览馆、西海抗日烈士陵园、粤中纵队

纪念馆等许多重要的革命遗址和纪念馆,

供后人瞻仰与学习。这些都是佛山人民

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纲要”课程教学

活动中的鲜活史料。 

2 佛山历史文化资源对“纲要”

实践教学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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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青年学生形成正确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坚定理想信念的重要阶

段。然而,随着社会文化越来越多元,娱

乐至上的思潮影响下,年轻人的价值观

和信仰出现危机,容易遇到各种挑战和

冲击。现在社会上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

歪曲历史事实、诋毁社会制度等言论,

都容易导致年轻大学生的历史记忆淡化,

迷失前进方向,丧失理想信念。 

其次,作为学校公共必修课,“纲要”

课程一直以来都不受大学生的重视,而且

课堂的学生人数多,尤其是在理工类学校,

理工科学生认为这些课程与专业无关,课

堂往往成为他们睡觉、赶作业、看小说,

甚至打游戏的时间。这些不良现象给“纲

要”课程教学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再者,随着现代互联网技术的不断

发展,许多知识都可以通过网络、手机等

媒介搜索查询,丰富了大学生获取知识

的途径,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已经不能

满足大学生的求知欲。对于“纲要”课

程而言,除了要站稳立场,保证教学内容

正确、充实外,还要重点考虑采取切实有

效的方式提高大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各种因素影响下,贴近生活和实

际的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是拉近学生与

课程内容的距离,提高“纲要”课程教学

效果的重要途径。将地方历史文化资源

融入课堂当中,成为丰富“纲要”课程教

学内容的一种切实可行的手段。 

另一方面,利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

作为“纲要”课程的教学素材,可以生动

直观地为大学生展示出,我们国家、我们

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为追求

解放独立、富强民主的道路上不断奋斗

的光辉历程。通过还原真实的历史故事,

结合课本的理论分析,增强大学生对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3 佛山历史文化资源融入“纲

要”的教学途径 

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

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的意见》,指出：“要强化社会实践育人,

提高实践教学比重,组织师生参加社会

实践活动,完善科教融合、校企联合等协

同育人模式,加强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建

立健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接收大学生实习实训制度,开设创新

创业教育专门课程,增强军事训练实效,

建立健全学雷锋志愿服务制度。”[5]增强

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成效,将地方历史文

化资源运用到“纲要”课程教学中是其

重要的途径之一。 

3.1案例教学 

佛山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这

些都可以成为“纲要”课最鲜活的素材。

在讲授课程前,提前布置学生寻找与课

堂内容相关的佛山历史文化故事作为课

程预习,让学生在寻找故事的过程中,对

课程内容有更深入的理解。课上通过故

事分享的形式,加深学生对历史故事的

印象。 

在讲到相关章节内容的时候,还可

以让学生围绕课本内容进行思考。如讲

维新运动时,可以让学生围绕康有为来

探究,他的维新思想是如何发酵,一步

步从南海走向全国；讲到探索中国革命

新道路时,可以运用陈铁军、谭平山、

谭植棠、谭天度等烈士的英勇事迹来探

究其背后不屈不挠的精神根源等。在课

堂讲授时,将这些案例融入到教学中,

加深学生对教材的理解,拉近教学与现

实的距离。 

3.2实地考察 

“走向历史现场,是课堂教学的进

一步深化,是教学内容与历史真实之间

最佳契合点。所以,在教学过程中,要努

力开发和利用学生所在地区的红色文

化资源,这既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体

现,更是走向历史现场的好方法。”[6]

在“纲要”课程教学上,还可以让学生

通过实地走访的形式,如参观三谭纪念

馆、康有为故居、南海博物馆等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对佛山的历史文化故事进

行探索与挖掘。 

在实地考察前,给学生设置好考察

主题和内容,让学生做好相关资料的收

集；在活动中,让学生通过实地参观丰富

而直观的历史图片和文物史料,聆听工

作人员的讲述,主动发现问题,并通过调

查研究等方法解决问题。实地考察后,

学生可以通过视频、音频、图片文字等

方式,展示他们的考察结果,从而培养学

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激起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3课内实践 

在课堂上,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

观念,通过组织课堂讨论、课堂辩论等方

式,让学生积极参与其中。尤其是课堂辩

论,在课上给出一些对历史性事件做出

假设的辩题,让学生分成正反两方进行

辩论,让学生积极地收集资料,并利用所

学知识,自主探索论证,从而加深对教学

内容的理解和认识,提高学生的理论分

析能力,加深对历史文化内涵的理解。 

总之,将佛山历史文化资源引入“纲

要”课程教学中,是对“纲要”课程教学

的积极探索。利用好佛山这些本土资源,

能够激发学生对“纲要”课程的学习兴

趣,进一步推进课程教学的改革,提升教

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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