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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媒体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呈现出碎片化、随意化、白热化的新特征，受此影响，

部分大学生对共产主义产生信仰危机，对党的领导产生怀疑，形成了错误的历史观和价值观。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应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教育手段上加强对新媒体技术的精准运用，在教育内容上

开展中国近现代史教育和形势政策教育，在教育形式上把握好教育阵地融合和教育资源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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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

潮此起彼伏，尤其在新媒体的作用下，以速度快、
信息大、难控制等特点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状况

和行为特点，对大学生成长成才带来了影响，对培

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带来了风险，对思想政治

教育“生命线”带来了挑战。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

深度访谈，对新媒体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影响大

学生的现状情况进行研究。

一、新媒体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新特征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以历史唯心主义为立论基

础，以否定和虚无我国近现代历史为主要手段，借

助新媒体特点，通过“无形”的新媒体渠道进入“有

形”的高校之门，成为影响高校大学生群体的主要

社会思潮之一，它呈现出一些特点。
（一）碎片化：历史虚无主义呈现多点作用态势

任何社会思潮都有其理论基础和支持力量，

也与现实诉求紧密联系。近年来，在我国不断加强

意识形态工作的努力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传

统传播渠道中的表现力已十分有限。但在新媒体

环境中，历史虚无主义的碎片化主要表现为各种

错误观点在各种网络媒介之中广泛渗透，信息量

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参与人数之多，都是传统传

播渠道无法实现的。例如在 2015 年全年，有关历

史虚无主义各种错误观点的思潮此起彼伏。碎片

化的网络态势改变了以往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具有

一定周期性发展和变化的格局，各种错误观点不

分类别，一窝蜂地在网络媒体上散播，防不胜防。
（二）随意化：以娱乐的心态鞭挞革命英雄人物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提升，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转而以娱乐化的形式通过互联网进行传播。一些

关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错误观点的图文并茂的小

段子、视觉渲染力强制的小视频、以摇滚说唱为主

的小曲子在大学生群体中相互转发，符合当代大

学生群体接受信息的口味，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大学生的历史观。由于真假难辨、缺乏监管，大

学生群体将信将疑，瓦解着他们从小构建起来的

英雄符号。随意化的网络态势改变了以往历史虚

无主义思潮的伪学理性，利用大众传播的好奇心

态和传播特点，进而转化为民众更为接受的方式，

强化了错误观点的接受效果。
（三）白热化：借助新媒体快速形成舆论效应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通过传统传播渠道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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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是一个较长的过程，除特定的政治事件外，很

难在短时间内形成舆论效应。但在新媒体环境下，

不仅实现了信息传递的便捷快速，并且打破了单

向的传播方式，使公众可以利用新媒体表达自身

观点和诉求，这种改变也使得网络中出现了“大

V”等意见人群，他们的“粉丝”在其影响下转发和

传播各种政治观点，也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借助

新媒体快速形成舆论效应提供了基础。

二、大学生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影响的

现状

伴随着新媒体的普及运用，当代大学生群体

也呈现出明显的自主性、平等性、开放性和多样化

特征。2016 年课题组对 1151 名在校大学生展开新

媒体环境下的大学生历史观情况调查，通过调查

问卷和深度访谈的形式，分析研究当前新媒体下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影响大学生的现状情况。
（一）部分大学生对共产主义产生信仰危机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本质是信奉唯心主义的

观点，否定历史进程中的必然性和规律性，把个人

作用和偶然性作为历史的必然，直接否定了马克思

主义的唯物史观。调查结果显示，部分大学生对马

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产生了质疑和观望。有 28.67%的

受访对象对“马克思主义严重扭曲了社会历史观，是

一种虚无主义”的观点持不确定的观望态度。有

37.1%的受访对象认同“历史教科书上很多内容都是

在粉饰太平，应该在反思的基础上重写”，有 36.14%

的受访对象对这一观点持不确定的态度，明确反对

此观点的受访对象不到三成。深度访谈中，有的受访

对象表现出“很矛盾”的心态，既希望自身能够坚定

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又往往受到现实生活和网络世

界中各种负面信息的影响，产生“究竟能不能实现

共产主义”的疑惑。在这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冲

击下，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消解。
（二）部分大学生对党的领导产生怀疑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以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探

索过程中的挫折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在民生

等方面依然存在着的现实困难作为突破口，以偏

概全，企图以此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中

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调查结果显示，历史虚无

主义思潮已经使一部分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道路、理论、制度产生了怀疑。36.58%的受访

对象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新的资本主

义”的观点，有 29.63%的受访对象对这一观点持不

确定的态度。接近四成的受访对象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背离了自由民主的‘普世道路’”和“苏联模

式的全面崩溃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持不确

定态度。有的受访对象表示，周围同学中不少人患

上了“坏消息综合征”，一旦在新媒体消息中获得

关于党和政府的“非正统”信息或奇闻异事，好奇

心驱使下也开始转发这些信息。还有的受访对象

表示，当看见微信朋友圈转发一些反党反社会主

义的言论时，自己想反驳却又感觉自己“很无力”。
久而久之，在新媒体上看到有关历史虚无主义思

潮的错误观点，也就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三）部分大学生形成错误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借助新媒体手段，大肆篡改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

美化那些已被历史淘汰的旧势力代表人物，丑化

中国人民英雄，将革命英雄人物“去英雄化”。大学

生群体在新媒体上不断接收到这些错误信息，往

往起到“三人成虎”的效应，形成错误的历史观和

价值观。调查结果显示，在“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侵

略有助于中国的更好发展”、“李鸿章、慈禧等人虽

然签订不平等条约，但事实上维护了中国的完整，

不能算作卖国”、“邱少云、董存瑞、刘胡兰的基本

事迹都是捏造的，目的是配合政治宣传”等错误观

点的立场上，有三成的受访对象观点不够确定，左

右摇摆，还有近两成的受访对象表示认同，说明已

经有一部分大学生群体受到了这些历史虚无主义

思潮观点的影响。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调查中，受

访群体显示出一定程度的“中立化”评价，“好人不

好，坏人不坏”，例如在对蒋介石的历史评价中，

68.29%的受访对象表示“中立”，这不得不引起高

度关注。在深度访谈中，有部分学生表示，对毛泽

东不甚了解，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文革”。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对历史虚无主

义思潮的具体做法

为了应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错误舆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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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思想政治教育应从教育手段、教育内容、教育形

式三个方面着手去采取相应措施。
（一）在教育手段上加强对新媒体技术的精准

运用

新媒体已经成为大学生获取信息、探寻世界、
联结情感的主要途径，也成为了接受和表达历史

虚无主义思潮错误观点的主要场域。这就为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靶点，必须点对点地精准运

用新媒体技术，占领网络舆论的高地，有力回击历

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错误观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对新媒体技术的运用，较多体现在开办红色网站

网校、建立官方微博微信、运用即时聊天软件等方

面。当前，高校应侧重于打造微信公众号这一当下

使用频率最高的新媒体平台，通过吸引学生群体

全员关注的形式，及时回应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

热点话题，变被动为主动，及时帮助学生破解思想

困惑，积极引导学生不做历史虚无主义在新媒体

上的传播介质。要实现对新媒体技术的精准运用，

还需要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媒介素养。
（二）在教育内容上开展中国近现代史教育和

形势政策教育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错误观点基本都是围绕

中国近现代史的内容展开的，因此，要从知识体

系上驳斥这些错误观点，就需要对大学生加强中

国近现代史的正面教育。同时，由于这些错误观

点都指向现实诉求，因而还需要切实加强基于当

代国情的形势政策教育。这两种教育的内容和

时间不应局限于该课程在教学任务中所规定的

教学时间，而应将中国近现代史教育和形势政策

教育融入教育全过程，实现这两项教育在大学时

期不断线。在中国近现代史教育中，要着重突出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教育，不单就事论事，而

是教会学生如何正确看待历史进程和历史人物，

如何正确看待中国共产党在艰难探索中有过的

挫折，把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主义教育融入其

中。在形势政策教育中，要着重突出我国处于并长

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国情，使学生充

分认识到基于基本国情所存在的各种问题的合理

性，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

方面取得的新成就，使大学生增强政治认同感和

使命感。

（三）在教育形式上把握好教育阵地融合和教

育资源整合

应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需要把握好教育阵地

的融合和教育资源的整合。第一课堂、第二课堂和

互联网都是重要的教育阵地，它们既相互联系又

有所区别。当前出现的主要问题是，三个阵地形成

合力还很不够，“各说各话”，没有形成应对历史虚

无主义思潮的合力。例如，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主导的第一课堂和由辅导员主导的第二课堂在教

育内容、教育载体等方面存在重复性和零散性的

问题，两个课堂都开展调查实践、主题演讲、知识

竞赛、影视欣赏、专题讲座，但两个课堂各自的延

展并没有实现相关教育的系统性，使得两个课堂

看似成为了天然割裂开的两个体系，学生在参与

过程中也常常产生疲劳感，参加活动的积极性不

高。而网络阵地往往与第一课堂、第二课堂呼应较

少，也导致了不少高校的相关微信平台成为了官

方媒体的转发器，缺少鲜明的学校特色，走不进学

生的内心，最终导致了“1+1+1＜3”的局面。应对历

史虚无主义思潮需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各

要素齐抓共管、互相融合、各有侧重，把专业教师、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辅导员、班主任的优势特长

集合在一起，分工明确，责任到位，才能更好地实

现教育阵地的融合和教育资源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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