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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传播既附着于社会环境、网

络环境和校园环境等外部因素， 又充分利用中学生在认知特

点、心理特征和行为偏向等内部因素上所呈现的特殊性，这是

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侵蚀中学生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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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中学生之中呈现出深入渗透、
加速传播的态势，不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学生的历史认知、
价值观念以及文化认同等，而且正成为中学生脱序行为频发的

诱导因素。 要消解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中学生形成的侵蚀之

势，就一定要综合考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传播的内、外部因素，
为引领中学生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侵蚀提供理论指引。

一、外部因素

（一）社会环境

现实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在客观上必然会投射到中学生

学习与生活的现实境遇之中。 第一，西方价值观念的冲击始终

存在。 中国已成为西方价值观念输出的战略重点，并极力希望

中国效仿西方价值观念所标榜的“经济发达、政治清明、民主自

由”的社会制度，以此完成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
第二，全球化从资本、货物的资源配置升级演变为文化、思想等

意识形态的纷纭激荡。 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历史虚无

主义思潮凭借流动性、隐蔽性等特点肆意传播，企图谋求社会

大众的认同。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不断累积的负面矛盾逐渐尖

锐。在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中，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

发生重大的积极转变，但与此同时，生态恶化、贪污腐败、道德

滑坡等各种问题客观存在，无疑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加以利

用的素材。因此，在这三重现实问题的交织错杂之下，中学生的

历史素养与政治定力相对薄弱，而现实社会问题的“实然”与党

的理论主张的“应然”又难以在短时间内步调一致，再加上历史

虚无主义思潮从旁以“反思历史”为幌子，选择性地挑选、裁剪

和拼凑相关史料，论证近代以来的“革命错误论”“社会主义错

误论”等主要观点，部分中学生在困惑、怀疑之中难免陷入历史

虚无主义思潮精心编制的圈套，进而不可避免地会认为它“言

之有理”，丧失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任。

三、现代性消费伦理对中国的影响

在 2013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中谈到享乐主义实质是革命意志

衰退、奋斗精神消减，根源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正确，
拈轻怕重，贪图安逸，追求感官享受。 奢靡之风实质是剥削阶

级思想和腐朽生活方式的反映，根源是思想堕落、物欲膨胀，
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习总书记明确地指出了当今社会的一些

问题。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现代性消费伦理对中国的影

响日益增长。 其 中 有 不 少 学 者 指 出，进 入 21 世 纪 的 中 国 奢

靡之风盛行， 而 当 下 中 国 社 会 奢 侈 消 费 主 要 是 通 过 特 定 的

群体对各种奢侈品的购买、消费表现出来的。 自 2005 年起，
起源于摩纳 哥 蒙 特 卡 洛 的 国 际 顶 级 私 人 物 品 展 每 年 都 会 在

上海举办一次上海国际顶级私人物品展。 20 世纪 90 年代，
在我国国民人均收入不超过 3000 元人民币的情况下， 在市

场经济的发 展 催 动 下， 就 出 现 了 卖 方 市 场 到 买 方 市 场 的 变

化，这种转变速度大大超过欧美国家。 这些转变反映在消费

伦理上就是让人成为 金 钱、财 富 和 欲 望 的 奴 隶，成 为 没 有 思

想和精神的躯壳。 在 现 如 今 的 中 国，网 络 媒 体 发 展 迅 猛，奢

侈 品 等 广 告 铺 天 盖 地。 “天 价”“顶 级 奢 华”“极 致 享 受 ”“至

尊” 等广告 宣 传 用 语 都 在 时 时 刻 刻 地 向 消 费 者 们 灌 输 着 炫

富、崇富的消费陷阱。 这 种 炫 富 式 的 消 费 方 式，让 中 国 的 消

费市场出现了一些令 人 瞠 目 结 舌 的 消 费 乱 象，例 如“天 价 年

夜饭”“海天盛筵”等。
中国目前处于经济转型期。在这样一个经济环境下，奢侈

型消费与奢侈品的购买还是属于少数富裕阶层的消费行为。

这种消费行为对于没有经济实力却盲目追求的消费者来说，
大多是出于虚荣或者是炫耀的心理， 这是一种非理性的消费

行为。 所以无论是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是人均占有

的资源，更或是现如今大多数国人的消费水平而言，这股“奢

侈浪费”的消费风暴，中国都不能承受。 奢侈性消费已成为中

国在当今世界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严重挑战与危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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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网络环境

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当下， 中学生接受教育的主要场所

不再局限于学校的方寸之间， 而无时无刻不处在网络化的场

域之中，尤其是在以传播内容碎片化、传播空间立体化和传播

途径隐匿化等著称的新媒体出场后，网络环境的聚合性、非可

控性等属性特征更为明显。 首先，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以视频、
图片等新颖的方式为载体，相较于单纯的文字形式，这些图文

并茂、 简单直观的方式对自控能力不强的中学生更加具有吸

引力，很容易受其蛊惑。 其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利用了互联

网即时传递、信息共享等技术属性，一旦历史虚无主义者把历

史虚无主义思潮相关言论加工成视频、 图文等互联网产品并

上传至网络，那么必定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点击量。而中学生接

触网络时间正在日渐增多，不可避免地在“鼠标点击”的方式

中逐渐接触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相关言论， 甚至还可能共

享给同学、朋友等其他群体，无形中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

传播者。简言之，在当下的网络环境中，“历史虚无主义者借助

自媒体的即时性特征，通过图文并茂的文本、娱乐视频，快速

扩散消极观点，让更多人转发和跟帖，进而影响社会舆论”[1]，
冲击着中学生既有的历史防线。 此外，新自由主义、文化保守

主义等社会思潮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新媒体裹挟的网络化

大潮中纷纭激荡、交织叠加，迷惑性与伪装性大幅提升，成为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侵蚀中学生的重要因素。
（三）校园环境

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校园环境低效滞后， 难以及时应对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改头换面”。第一，作为主渠道的中学思

想政治课授课模式单一， 照本宣科式的教学方式难以让思维

活跃的中学生产生学习兴趣。 这种教学方式以“是什么”式的

权威话语形式将政治学科知识单向灌输给中学生， 中学生作

为被动接受者， 既无法在重复性的知识记忆中产生情感共鸣

并内化于心， 也无法解决在学校之外由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催

生的困惑，很难对中学思想政治课产生认同。 第二，本应形成

合力的中学教育体系难以整合教学内容， 无法配合中学思想

政治课打造全方位全过程的校园育人环境。 在中学思想政治

课“负荷运转”的教育现状下，其他中学课程的教学内容中主

流意识形态“失踪、失语、失声”的情况并不鲜见，教材更新换

代及与课程的协同配合严重滞后于时代发展的要求， 已经很

难适应新时代中学生思想的发展变化趋势。第三，“分数为王”
的考核模式无法有效衡量中学思想政治课的有效性。 在分数

决定升学资格的模式下，中学思想政治课的整体性、长期性被

破坏，单个、孤立的知识点只能搭建应付考试的知识框架，造

成“知识无‘魂’、知识无‘根’、知识无‘我’”[2]的思想政治课教

学结果，无法实现全方位、全过程育人的目标指向。因此，一旦

中学生接触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相关错误观点， 极易受其

引导并接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价值导向， 很难利用中学思

想政治课的学习内容进行思考与反驳。
二、内部因素

（一）认知特点

中学生理性思维能力欠缺的认知特点是历史虚无主义思

潮加以渗透和利用的薄弱之处。例如，在近年来涉及抗日战争

题材的影视作品中，部分作品为提高收视率，不惜以“手撕鬼

子”“裤裆藏雷”等荒诞的情节吸引观众的眼球，严重背离了抗

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严肃史实。 由于中学生理性

思维能力尚在形成阶段，在认知方面表现出片面化、极端化和

情绪化等特点，难以理性看待隐藏于影视作品、文艺作品之中

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这些经过包装和炮制的作品包含着历

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不良企图，极具伪装性和隐蔽性，很容易使

中学生萌生兴趣，将其等同于真实的历史，进而因甄别能力不

足而被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所遮蔽。
（二）心理特征

中学生正处在塑造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弹性阶段，
模仿从众心理、追求个性心理等现象较为突出，很容易被历史

虚无主义思潮所干扰。一是模仿从众心理，即部分中学生对历

史虚无主 义 思 潮 产 生 认 同 之 后 会 在 中 学 生 之 间 形 成 扩 散 效

应，对处在同一群体的其他中学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历史

虚无主义思潮向来以所谓的“新奇”示人，很容易使部分中学

生争相模仿，不经意间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传播的“帮凶”。
其二， 追求个性心理， 即中学生在步入青春期后急需自我肯

定，因“迫切的创新欲望与稚弱的现实表达之间的矛盾”[3]，在

追求个性化的过程中被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同化。简言之，历史

虚无主义思潮在形式上表现的“个性化”更易取得中学生的认

同，而中学生又往往更倾向于快餐式”的“碎片化”学习，对历

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各类观点一知半解却又热衷传播， 不加甄

别就坠入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深渊。
（三）行为偏向

叛逆行为是中学生之中较为突出的行为偏向， 这种行为

偏向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否定权威的表现形式 “不谋而合”，
正逐渐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借以发力的“跳板”。 具体就中

学思想政治课的层面而言，中学生对思想政治课、对政治教师

等怀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叛逆情结，对中学政治教材所宣扬

的主流意识形态有着微妙的“敌意”，甚至不乏将中学思想政

治课视为“洗脑”的中学生。这种希望反抗权威、标新立异的叛

逆行为促使部分中学生对冠以“反传统”“反主流”之名的历史

虚无主义思潮极为认同，将其等同于叛逆行为的“代言人”而

急于尾随其后，主动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扬声器”。
总之，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侵蚀中学生的原因既包括社会

环境、网络环境和校园环境等外部因素，又与中学生在认知特

点、 心理特征和行为偏向等内部因素上所呈现的特殊性密切

相关。从上述因素来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侵蚀中学生的趋势

不仅关涉中学思想政治课的成效， 更关乎广大中学生的成长

成材。 究其实质，一是社会、学校和家庭等共同发力的全方位

育人环境尚未构建，二是缺乏对中学生相应阶段认知、心理和

行为等多方面的人文关照， 三是中学生自身价值观念的迷惘

和行为规范的缺失。 中学思想政治课作为抵御历史虚无主义

思潮侵蚀的主渠道， 必须更为深入地剖析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侵蚀中学生的各种复杂因素，才能在此基础上创新多元路径，
在最大程度上降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中学生的负面影响，
并为中学生的成长成材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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