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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融入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课教学探析 
赵宇华 1  赵双琪 2  于志勇 1 

（1.辽宁工程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葫芦岛  125105；2.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山东淄博  255300）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融入高校思政课，丰富思政课教学资源，构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话语体系，培养高校大学
生把握理论和实践的动态发展，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进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具有重大意义。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为
例，从理论、内容、立场、价值角度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多维契合性，探索党的创新理论融入高校
思政课的实践路径，有效提升党的二十大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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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后，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中国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

笔者认为，需要结合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来进一
步深入探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价值和独特定位。把问题
意识与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发展要求紧密地联系起
来，形成一种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教学实践范式，引导学生对
现实问题的关注，对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积极回应，“作为
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和课堂教学的重要内容，组织开展对相关教
材修订工作，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1]，这是学生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最切近的渠道。 

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融入《纲要》课的多维契合性 
在推进“二十大”精神“三进”之际，本文以《中国近现

代史纲要》课为例，尝试将党的创新理论——中国式现代化融
入《纲要》课，这为学深学透，讲清讲好党的“二十大”精神，
促进高校思政课的改革创新奋楫耕耘。 

1.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统领《纲要》课的理论建构 
“现代化”一词是外来语，据现有报刊考证，“现代化”主

要在五四运动到 1930 年代成为中国知识界流行的一个术语，用
来描述“人类近代以来社会变迁的新名词，主要是工业革命以
来人类社会各个方面的急剧转变。”[2]现代化理论，作为一个学
术流派，在 20 世纪 60 年代兴起于美国，研究的问题是发展经
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等问题，主要是发展经济学广
泛使用了现代化这个概念，并且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基本观
点是把人类社会分为传统和现代，现代化的社会，就是以工业
化文明作为基本特征的社会。 

现代化这一词语传入中国是近代民族危机的产物，是各阶
层各政党对国家建设总体规划的设想和方向，中国共产党人顺
应了近现代历史发展的潮流，摸索发展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
现代化之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深刻
认识，概括形成了现代化的中国特色，逐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
的理论体系，使现代化更加清晰、科学、可感可行。在授课的
过程中就是要让学生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结合教材
内容进行分析，提升学生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深刻把握。 

高校思政课共 6 门，《纲要》课作为其一，内容主线与中国
式现代化理论有极高的吻合性。写作《中国近代史》的蒋廷黼
先生说“近百年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能近
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3]。中国的近现代史，就是中国人
艰辛探索的历史，就是中国人努力现代化的历史。《纲要》（2023
年版）无论是太平天国的农民斗争，还是开明地主的洋务运动、
知识分子的维新运动，亦或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都
是不同的社会力量对国家出路所进行的不同探索，最后是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带领全国人民，通过革命夺取了政权，结
束了战乱，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扫清了障碍，创造了政治前提，为实现国家富强，开辟了广
阔的道路，把贫穷落后的中国改变成繁荣和富强的现代化国家。
这一过程，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统领《纲要》课的理论建构，
这样就能将不同的社会力量统帅在这一理论之下，最终实现该
门课程在理论上的统一性、整体性。 

2.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融入《纲要》课教学的内容要点 
《纲要》教材共十章，主要分两部分，前三章主要讲述了

近代后中华民族的磨难以及不同社会力量的抗争、探索，第四
章到第十章主要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出路的探索即现代化
探索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逐渐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
实践相结合，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一是“中国式现代
化理论”的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展开过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展开过程，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与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同一个进程。”[4]中国式现代化的展开正
是在这两个结合中逐步形成的。 

“任何一个大规模的现代化进程，都需要一个特定的社会
革命来为它奠基”，“中国的社会革命采取了新民主主义—社会
主义的定向，这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本质
的联系”。[5]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
中国化”这一命题，“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按照中国
的特点去应用它”[6]。这样就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
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迅速开展。所以后
来毛泽东指出“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7]即是指“马克
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命题的提出及确立。 

此后，针对国民党借共产国际宣告解散而鼓吹的“共产主
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解散中国共产党等论调，中共中央指出把
马克思列宁主义“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
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8]毛泽东在此时撰写了一些重要理论著
作，如《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
主主义论》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从思想上武装了共产党人，
增强了共产党人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自觉性，这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胜利的原因，也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成
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在教材的第六章、第七章、第
八章内容中均有具体体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贯穿在中国共产党全部历史的一条
主线。毛泽东以及之后的历届领导人关于“第一个结合”的重
要论述及其实践，为新时代习近平丰富升华“第一个结合”提
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奠定了基础。 

我国现在的历史方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
新的历史方位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就
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明确了中国特色、
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现代化的战略布局，未来发展方向以及
现代化各个方面的系统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成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科学指导。结合教材第九章“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十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的内容讲解。 

通过讲解，让学生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人探
索出来的，不是照搬西方的。结合教学内容让学生把握其理论
形成的过程，同时也要引导学生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
代化的本质不同，西方现代化不是现代化的唯一标准，现代化
也不等与西方化，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
的可能与途径，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式现代化
对于中华民族、对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对于人类整体的发
展和进步都具有深刻的意义。 

3.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纲要》价值指向相一致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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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摸索、开
创、推动了现代化，是坚持走发展道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
代化。“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
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这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
所得出的结论，这为推动中国现代化指明了航向。 

《纲要》课学习的主要目的，就是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的
发展过程，深刻领会“四个”选择，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为什
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更
加坚定地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民族的复兴而奋斗。 

中国式现代化不等于西方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别的什么现代化。中国式
现代化最突出的特征和最突出的优势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持续不断推进的根本原则。 

我们党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结束了国家战乱的局面；自力更
生创造了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解放思想取得了现代化建设
的良好局面；继起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锐意进取，在以他为
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以更为积极主动的精神力量，成功推进
并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系列成绩的取得，无不是坚持了
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的领导力量，这是革命、建设、
改革的过程中所证明了的。我们党领导的现代化是“中国式”
的，是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探索出来的，是在不
同历史时期坚持现代化的方向，确定现代化的目标、任务、重
点，不断深化对现代化规律的认识，将中国式现代化推向新阶
段和新高度。 

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融入高校《纲要》课的重要意义 
1.构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国式现代化理

论置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研究视域中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
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建
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话语体系，这就打破西方话语
裹挟，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研究特别是中国式现代
化话语体系的发展与完善提供一些帮助，助推中国式现代化话
语实践。哲学工作者所做的正是经验总结和理论反思的工作，
在“实践一反思一再实践一再反思”这样螺旋式的往返中，为
丰富和完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添砖加瓦。这对增强我国现代化
话语权的影响力与公信力，增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
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研究特别是认同研究提供一些
帮助。我们处于新时代，新时代要有新理念、新理论，理论创
新要服务于时代的需要，理论创造也要基于时代的要求。在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需要研究并建立特色鲜
明的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符合中国特点、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特
征的话语体系，与我们的大国地位相匹配，这是我们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
创新和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 

2.思想政治理论课发展的内在需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要“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
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9]。《中国
近现代史纲要》是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一门课程，讲述了从鸦
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以来 180 多年的历史。关于中国近代史的
阐释，主要有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Fairbank）提出的“冲击
－反应”模式（impect－response  model），美国历史学家柯文
（ Paul A.Cohen ） 提 出 的 “ 中 国 中 心 观 ”（ China－ centered  
approach），此外还有“传统－近代”模式（trantion－modernity  
model）。这些理论对于我国历史的阐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
是总有一些美中不足，研究我们本国的历史问题却用外国人的
理论，这与我们所处的时代不符。作为哲学社会工作者，我们
要积极构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自主的学术体系、话语
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统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理
论建构，使学生从宏观层面对该课程有了整体的理论把握。这
样就将洋务派、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共产党不同的社会
力量统帅在这一理论之下，最终实现该门课程理论的统一性、
整体性。“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
教学内容体系，使学生从微观层面对该课程有具体理解。不同
的社会力量对国家出路进行的不同探索，最后是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实现了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在具体而微的层面中，

领导力量、核心主题、发展道路、总体目标等方面回应时代发
展和现代化建设的现实要求，有助于把共同理想、民族精神和
时代精神、道德理想等内容融化和渗透到大学生群体之中，起
到凝聚人心的作用。 

3.有助于大学生提高政治鉴别力，正确认识国史国情。用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整合教学内容，把握理论和实践的动态发展，
引导学生关注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提升大学生理想信念、
提高历史主动担当精神，对于学生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进
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具有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
青年殷切希望“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
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
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10]积极参与中国现代
化的建设。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
“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
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11]。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应
该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在把握新时代特征的基础
上敏锐把握我们这个时代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重大问题，积
极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成果，在梳理历史演变过程的
基础上，探求历史演化的趋势及其规律。在学术自觉的基础上，
构建起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这些话语要反映中国实
践、体现时代特征，用这些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理论来阐释
我国的历史问题，发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带头作用。 

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融入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是

及时充分地反映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成果，是对思政课
程的内容体系、内在逻辑和相互支撑等问题的进一步探讨，丰
富了思政课的教学内容，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研究
紧跟时事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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