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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在高畅找堂 中的运用
——

以
“

马 克思主义在 中 国 的 传播
”

为 例

〇 刘俊杰

《普通髙中历史课程标准 （
２０ １ ７ 年版 ２０２０ 年

修订 ） 》 中 ，
史料实证作为历史学科五大核心素养

之一 ，是诸素养得以达成的必要途径。 历史教学中

恰当地运用史料 ，不仅能加深学生对课程 内容的理

解和把握 ，
更有利于培养学生史料实证素养 ，

进一

步提升学生 自主发现和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 。

学生在
“

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 的传播
”
一

课学习

中 ， 常会有
一种先人为主的观念 ， 因为马克思主义

是我国的政治意识形态
，理所当然地认为它就应该

为近代知识分子所接受和传播 。 其实 ，马克思主义

实质产生于工业革命时期 的一种思想主张 ，
致力 于

解决工业革命所带来的
一

系列问题 。 而马克思主

义作为
一种思想主张

，
在中 国是如何得到传播并被

接受认可的呢 ？ 在此 ，笔者试图借助史料逐步引导

学生认识它的传播过程 。

一

、 解读史料 ， 探其传播路径

近代中 国是一个救亡图存的时代 ， 同样也是思

想纷呈 的时代 。 知识分子为 了改变国家积贫积弱

的局面 ，不断引人各种各样的思想学说
，
试图找到

适合中 国实现民族复兴的 良方。 马克思主义正是

在这样
一个特殊的时代传入中国的 。

材料
一 其以 百 工领袖著名 者

， 英 人 马 克 思

也 。 （ １ ８９９ 年 中 国 书刊 中 最早提到马克 思 ）

——

《 万 国公报》刊 载《 大同 学 》

材料二 １ ９０３ 年我在 曰 本 东 京 曾经读过幸德

秋水的 《社会主义神髓 》 ，
感到 这种学说很新鲜

，

不

过那时候一 面在紧张地 学 习 ，

一 面 着重从事革命的

实 际活动 ， 对这种学说也没用 深入的研 究 ，
就放过

去 了 。

——

《 吴玉章文集》

通过以上两则材料可 以看出 ， 大约在 １ ９００ 年

前后 ， 国人对马克思及其思想主张的认知是很浅显

的 ，甚至是错误的 ，
而知识分子对马 克思主义同样

也是不感兴趣的 。 学生通过阅读材料不难得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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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含义。 不过 ，这里老师需要进一步提问 ， 引导学

生思考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并未获得知

识分子的青睐 。 通过对必修二中
“

近代民族工业的

兴起
”

与
“ ‘

蒸汽
’

的力量
”

等知识点的 回顾 ， 程度稍

好的学生
一

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思考 ：

（ １ ） 马 克思主 义 产生 于 工业 革命的 特定历 史

背景下 ，是为 了 解决工业革命导致 的社会弊病 的 思

想主张 ，
与 中 国 的 国情不符 。

（ ２ ）
当 时 中 国 处 于半 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 ，

缺乏

相应 的 经济基础 ，
且 当 时知识分子的 关注 点在 于反

帝反封 。

通过对史料和具体史实的讨论 ， 学生逐步认识

到思想的产生与传播发展不仅与时代有密切的关

系 ，更与经济基础有密切联系 。 简单的两则史料 ，

不仅加深了学生对具体史实的认知 ， 更有利于引导

学生使用唯物史观来分析和解决历史问题。

五四运动时期 ，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得到广泛传

播。 学生通过前面两则史料的解读 ，
已经可以按照

一定的思维路径去寻找
“

广泛传播
”

的条件了 。

材料三１ ９ １ ２
—

１９ １ ９ 年 ， 新建 厂 矿企业 ４７０

家 ，
投资近亿元 ，

再加上扩建企业 ， 新增资本达到

１ ． ３ 亿元
，
相 当 于辛亥革命前 ５０ 年的 投资总额 。

材料四 巴 黎的 和会 ， 各 国 都 重在本 国 的 权

利 。 什 么 公理
，
什 么 永久和 平 ，

什 么 威 尔 逊总统十

四条宣言
，
都成 了一 文不 值的空话 。

——

陈独 秀 《每周评论 》

材料五 这时候我对 中 国 革命还不 可能立 即

得 出 一个 系 统的 完整的新 见解 ，
但是通过十 月 革命

和五四运动的教育 ，

必须 依靠下 层人民 ，
必 须走俄

国人的道路
，
这种 思 想在 我 头 脑 中 日 益 强 烈 、 日 益

明确 了 。

——

《 吴玉章文集 》 （ 下卷 ）

以上三则简短的史料 ，
是很具代表性的 。 材料

三从经济基础角 度论证马克思主义得 以广泛传播

的经济条件 。 材料 四从国际环境视角分析知识分



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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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在逐步放弃西方所谓民主 自 由 的思想 ，转而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集体动机 。 材料五中吴玉章的个人

思想轨迹是值得研究的 ， 作为 当时的知识分子 、无

产阶级革命家 ，吴玉章对马克思主义从不感兴趣到

逐步明确要走俄国人的道路 ，
这也是马 克思主义在

中 国得到广泛传播的缩影 。

在具体的 教学实践中 ，
依旧是让学生 阅读史

料
，
逐步分析其中的时代背景 ， 可 以得出 以 下四 个

方面的内容 ：

（
１

） 民族工业在
“

中 华民 国
”

成 立后及一 战期

间得到较大的 发展
，

无产阶级力量壮大 。

（
２

） 巴黎和会 中 强 权战胜公理 ， 中 国知识分子

对西方的 自 由 民主深感失望 。

（ ３ ） 五 四运动 中 ，

工人阶级 爆发 出 强 大 的 能

量 ，
让国人看到革命的 动力 和希 望 。

（
４

）俄国 十 月 革命的 胜利提供 了成功的 范式 。

结合上述史料 ，
学生不难得 出这样的结论 ： 马

克思主义作为
一种思想主张

，
它在 中 国 的传播是渐

进性的
，
是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不断深人的 。 从

简单 、浅显的认知到广泛 的传播 ， 是需要诸多客观

条件的 。 任何思想的产生 ， 都是在特定的 、具体的

时间和空间联系下发生的
，
这是学生在历史课程学

习过程中必须要具备的时空观念。

二 、 史料实证
，
析其历史选择

思想的传播 ，
除了需要特定 的 、具体的时间 和

空间条件外 ，其 自身思想 内涵同样重要 。 马克思主

义包含三个部分 ： 马克思主义哲学 、 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１ ９ １ ８ 年 ，李大钊在译

介马克思主义思想进人中 国时 ，
尤其关注俄国的十

月 革命。 《法俄革命之 比较观》 《庶民的胜利 》 《布

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 这三篇文章都是关于阶级斗

争 、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社会主义 内容 ，并且对于

俄国革命大加赞赏。

材料六 （ 马 克思 ） 社会主 义的 理论 ， 可大别

为 三部 ：

一为 关于过去的 理论
，

就是他的 历 史论
，
也

称社会组织进化论
；

二 为 关 于现在的 理论 ，
就是他

的 经济论
，
也称 资本主 义的 经济论 ；

三 为 关 于将来

的理论
，
就是他的政策论 ，

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 ，就

是社会民 主主 义 。 离 了 他的特有史观
，
去考他的社

会主义
，
简直是不 可能他这三部理论

，
都有不

可分的 关 系 ，
而 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

，

把这三

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

——李大钊 《我的 马克思主义观》

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 中总结马克

思对人类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他发现了人类历史

发展规律和剩余价值学说。 但是 ，

以李大钊为代表

的知识分子却只介绍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 ，对于

剩余价值学说甚少关注 。 这是
一个值得关注 的

问题 。

通过阅读材料六 ，学生可 了解到阶级斗争是

李大钊等知识分子尤其感兴趣的部分 ，
中 国知识

分子是通过俄 国十月 革命胜利而进
一步了解马克

思主义的 。 十月 革命以无产 阶级革命 的方式 ，
深

深打动了当时苦寻救 国 良方 的 中 国 知识分子 ，
阶

级斗争的革命思想 ， 逐步受到 了越来越多知识分

子的认可 ，并最终形成了革命思潮 。 关于这个问

题 ， 北大历史系欧阳哲生教授有非常精彩论述 ：

材料七 有着深厚传统根基的保守主 义 ，并不

为 人所喜好 。 在近代历 史条件下 ，
西方 文化掌握 了

世界文化 的 霸权
，
中 国 文化处于弱势地位。 过分提

倡一种文化上的 民族主义不仅无助 于 改 变 这一地

位
，
而且只能加深 中 西方 文化的 隔 闽 ，

不 利 于文化

自 身 的 更新。 力揭 自 由 、 民主 的 自 由主 义
，
以 民主

政治 为 感 召
， 应有足够 的 动 员 力 ， 事 实也不然 。 民

主政治 的 实施很大程度上取 决 于现有 的 各大政治

集 团 能对 国 家政治有 开明 的 看 法互 相 达成妥协。

这样的 机会在民 国 时期 仅 出现 两 次
，
却都 失去 了 。

真正对 中 国 青年产 生感 召 力 的 是马 克 思主 义的 革

命思想 ，
近代 中 国是一 个社会转型 的 时代 ， 转型 的

完 成 ，
当 然有赖 于破坏与 建设两 方面 。 当诉诸和 平

的 民主呼声 一再招到暴力 镇压和压迫时 ，
革命就成

为 一种不得 已 的选择。

欧阳 哲生 《五四运动的 历 史诠释》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前后 ， 保守主义 、 自 由 主义 、马

克思主义三大流派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三大主要思

潮 。 五四运动所处的年代是
一个民族文化 、 民族 自

信支离破碎的年代 ，
从传统到现代转型 的近代中 国

在民族精神分裂与渴求 国家统一强大之间 长久徘

徊和煎熬 。 此时 ，

一种思想主张要获得近代中华 民

族的普遍接受 ，必须要在整合民族情绪上有足够的

动员力 ，让民众看到未来 的路怎么走 ， 所有 的思想

主张中唯独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做到了 。 它用革命



开展史料研？ 黯实证素养
以

“

美 苏对 东 欧的争夺
’

为 例

〇 杨增荣

“

美苏对东欧的争夺
”

是《中外历史纲要 （ 下 ） 》

第 ２ １ 课
“

冷战与 国际格局的演变
”

的新增知识点 ，

认为它是导致美苏冷战的重要因素。 新教科书为

什么增加东欧问题 ？ 它又是如何推动美苏冷战的 ？

为深化理解 ，我们设计了史料研读活动 ， 以丰富史

料挖掘宏大的时代背景 ，
培养学生

“

在对历史和现

实问题进行探究的过程中 ，能够恰当地运用史料对

所探究 的 问 题进行论述
”

的 能力 ， 提升史料实证

素养 。

一

、研读主题 ：

为何东欧会成为 １ ９４５ 年前后美苏争夺的焦点

二、研读 目 标

１ ． 核心素养 目标 ：培养学生恰当运用史料 ， 解

决特定历史问题的能力 。

２ ． 历史知识 目标 ：理解二战后美苏争夺东欧的

原因 。

三 、研读过程

探究
一

：
苏联为什么如此看重东欧地区 ？

无论从历史还是二战后现实看 ，苏联与东欧都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阅读下列材料 ：

史料
一

东 欧是 东 方和西方之 间 的 一 个缓冲

地带 。 从苏联来说 ，
它既是苏联面 向 西欧前进的基

地
，
又是防御西 方进犯 的 屏障 。 在 和平 条件下 ，

也

是抵制 西方意识形 态渗透的 一道
“

防疫线
”

。 对 西

思想来整合民族情绪 ， 以反帝反封建来动员整个中

国民众的力量
，
用科学社会主义来描绘未来社会的

理想蓝图 ， 吸引着无数有志青年投身于革命之中 。

从历史高度讲 ，任何
一种思想主张

，
能够被广泛地

传播与接受 ， 既有其特定的时空环境 ， 也源于其 自

身的思想魅力 。

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我们国家的主流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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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而 言 ，
也具有 同 样重要的 意义 ，

只 不过它 的 阶级

含义不 同 罢 了 。

一 冯特君 《 当代世界政治经 济与 国 际关 系 》

史料二 这是会上 （ 指雅 尔塔会议 ） 争论最激

烈和最棘手 的 问题。
一 个 焦点是波 兰 的 国界。 罗

斯福提 出 波 兰 东部 以
“

寇松线
”

为 界 ，
但希 望苏联

做 出 些让步 ，
给波兰人一 些面子……但斯大林反对

做出 让步 。 另 一个焦点是波 兰政府的组成 。 苏联

始终支持波 兰 临 时政府 （ 指 苏联 支持下 的 人民政

府 ） ，
但英 美 长期 只 承认流亡政府 （ 指流亡 于伦敦

的前波 兰资产阶级政府 ） 。

唐 贤兴 《近现代 国 际关 系 史 》

史料三 １９４５ 年新南 斯拉夫建立后 ，
在 苏联

的 支持和帮 助下
，
开始 了 自 己 的 经济恢复和 建设工

作 ，
取得 了很大成绩 。 但在这个过程中 ， 南 、 苏之间

在 国 家主权和利益 问 题上 的 矛 盾逐渐显露并 日 益

尖锐 。

——冯特君 《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 国 际关 系 》

史料四１９４７ 年 ，
美 国 实行杜鲁 门 主义 、 马 歇

尔计 划后 ， 东 西 方关 系骤然紧张 。 东 欧在战后建立

起来的联合政府 内 的
一些资产阶级政治 力 量 ，

纷纷

蠢动起来 ，制 造政 治危机 ， 妄图 取代共产 党 的主要

地位 。

——许复宁 、魏知信 《世界政治 经济与 国 际关 系 》

师 ：据上述史料及所学知识 ，分析苏联努力扩

大 自 己 在东欧影响的原因 。

生 １
：
从历史看

， 东欧是苏联与西欧强 国 间 的

态 ，研究它是如何传人中 国 ， 又 如何在特定的历史

条件下得到国人的普遍认可与接受 ，
并成为知识分

子救亡图存的 良方是非常有意义 的 。 在思想史的

课堂教学中
，
通过选取合适的史料 ，

创设恰当的历

史情境 ，带领学生感知历史细节 ，增进历史理解 ，对

于培养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

（ 作者地址／福建省厦 门 外国语学校 ，
３６ １ ０ １ 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