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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为基本依循，在教材
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上下工夫，努力探索符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育教学规律和大学生特点的
教学方法。
全书由绪论、上编、中编、下编组成，是一本专门探索“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理念、教学规律、
教学方法、教学设计的专著型教学书籍。
绪论部分探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的问题意识、辨识理路和若干关系；上编分三章探讨了“三
个选择”的教学论：中编分六章分别论述了价值导向、历史规律、话语转换、原著结合、史家史论、
学科支撑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论；下编分五章对史料运用、多媒体课件应用、师生互动、地
方实践性教学资源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论进行了阐述，同时集中展示了十二个课程内容的教
学设计。
　　本书具有学理性、主流性、方法性和实践性。
本书是上海市多所大学教学第一线专家学者共同努力的产物，是一部适用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研究生和相关人员教育教学的参考用书。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导论>>

作者简介

　　宋进，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委员，国史学会高校委员
会删会长、上海市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协作组负责人
等职。

　　在《中共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和《抗日战争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60余篇。
主编教育部重点学科教材，两本专着曾获国家、省部级著作类奖。

　　曾被评为“上海市优秀教育工作者”等，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两次获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
奖，负责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获“上海市精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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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问题意识　　二、辨识理路　　三、若干结合上编　第一章 “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
克思主义”教学论　　一、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依据　　二、面对形形色色的“主义”
，历史和人民该如何和怎样选择　　三、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满足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第二章 “历史
和人民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教学论　　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代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
是近代中国社会深刻变迁的进步产物　　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执政地位是在忠诚地为中国人民解
放事业奋斗和牺牲中实现的　　三、中国共产党在从局部执政到夺取全国政权历史实践中，忠实代表
中国各族人民利益，其领导地位成为中国人民必然的选择　第三章 “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
道路”教学论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　　二、十月革命后中国先进的
知识分子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　　三、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关系
的探索　　四、新中国的成立开创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独特道路　　五、20世纪50年代
历史和人民不失时机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六、历史和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中编　第
四章 价值导向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论　　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价值导向的内涵分
析　　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价值导向的误区辨析　　三、“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价
值导向的实现　第五章 历史、历史规律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论　　一、用唯物史观解读历史
　　二、科学性与政治性的统一　　三、唯物史观与历史规律　第六章 话语转换与“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教学论　　一、文本话语范式： 历史传统教学的弊端　　二、构建人本话语范式： 历史教学话
语范式的出路　　三、回归“生活世界”： 人本范式话语转换的途径　第七章 原著结合与“中国近
现代史纲要”教学论　　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结合马克思主义原著教学的必要性　　二、“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进行马克思主义原著结合的路径　第八章 史家史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教学论　　一、关于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史开端的问题　　二、关于洋务运动与中国现代化启动的
问题　　三、关于维新时代主要遗产的问题　　四、关于辛亥革命与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问题　
　五、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问题　　六、关于抗日战争与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问题　　七、关于国
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覆灭与新中国建立的问题　　八、关于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　　九、关于改革开放
的问题　第九章 学科支撑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论下编　第十章 史料运用与“中国近现代史
纲要”教学论　第十一章 多媒体课件应用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论　第十二章 师生互动与“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论　第十三章 地方实践性教学资源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论　第十四
章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设计示例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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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编　　第一章　“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教学论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讲
授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这个主题可以有不同讲法。
一种是在宏观上将问题放到整个近现代史较长的时间段中，讲授近代以来中国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
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阐述和解释中国人民面对反帝反封建的双诉求，在特
定的国际环境的双向刺激下，马克思主义同诸多现代思想一起被引入中国作为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
在进步与保守的反复较量中，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中国共产党成立并参与领导中国革命最终取得
胜利及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使之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帮助学生从整个近现代历史发展进
程中，得出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另一种是在中观上将问题放到“三个选择”的统一整
体中，通过讲授“三个选择”之间的内在关系，帮助学生理解在近现代中国发展进程中，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就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必然选
择走社会主义道路；再一种是在微观上将问题放到统编教材“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以从马克思主
义传人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史实为依据，重点在逻辑上集中阐述这个问题。
下面就第三种讲法进行论述。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分三部分内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与
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这三部分内容基本上是按照历史顺序来安排的，其中涉及了“选择马克思主义”和“选择中国共产党
”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是密切关联的：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没有
对中国共产党的选择，马克思主义就不能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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