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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

及其对思想政治理论课 

支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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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建设的思考： 

把握六个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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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号文件：“要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引
领作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领航计划。” 
习近平5.17讲话：“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
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 
——首先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和自信，努
力从学科“边缘”走向中心，逐步掌握马克思
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话语主导权（意识形
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三者的关系）； 
把握六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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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科定位:“小马”、“中马”和
“大马” 

马兊思主义学科体系: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骨干（“小马”）； 

以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哲学

社会科学分领域研究为支撑（“中马”）；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现实问题研究为应用

（“大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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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兊思主义理论学科： 

整体上研究基本原理、科学体系及其形成、

发展和传播，并把成果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 

何谓整体性： 

整体—部分：整体包含部分，部分寓于整体。 

一般—个别：个别包含一般，一般寓于个别。 

——加强交流互动，充分吸收“中马”乃至

“大马”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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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性须研究： 

逻辑起点：理论立场和政治立场； 

理论结构：基本范畴和核心观点； 

根本方法：实事求是和唯物辩证法； 

价值目标：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的解放； 

实践途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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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科功能：咨政和育人 

为党的创新理论提供学理基础； 

对中国经验作出理论概括； 

对社会矛盾和现实进行批判解释； 

对未来发展提供理论供给（思维方式和价值

导向）； 

为思想政治教育（含思政课）提供学科支撑。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

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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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科底蕴：自信和自觉（“理直”和
“气壮”）： 

理论自信：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的思想宝

库，具有不可磨灭的当代价值(“气壮”）： 

——批判资本主义体系的有效武器； 

——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原则； 

——解释当代世界矛盾的思想方法； 

——追求人类解放前景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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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自觉（“理直”才能“气壮”）：

马克思主义的比较优势： 

思维方式：科学性（学术）与价值性

（意识形态）的统一； 

理论特性：彻底的批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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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阉割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教条主义

话语体系(把马克思主义当做“唯一科学的

真理”“宇宙的真理”——绝对普遍主

义）： 

马克思主义“普遍性的根源”：源于对特

殊性批判的提升。 

毛泽东：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没有抽

象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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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理论研究的出发点。来源： 

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理论真理性的相对性和
绝对性）； 

理论内部的矛盾（理论体系的完备性和协调
性）； 

理论之间的矛盾（理论的客观性和价值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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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科特点：意识形态性和科学性 

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承接而不套用）和

日常生活话语（提炼而不照搬）的关系。 

创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概念、学

术语言，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观点、学

术方法，建立一套贯穿克思主义立场观点

方法的话语体系，从而真正掌握在意识形

态领域的话语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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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逻辑，增强理论的说服力： 

命题组1： 

• 1.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 2.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是与时俱进。 

• 3.马克思主义视阈中时空是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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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组2：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始于毛，

成于邓。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始于十一

届三中全会前后。 

3.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理论源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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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组3： 

1.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历来就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是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又一个新阶段和第

三个里程碑。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实现了两次历

史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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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组4： 

1、马克思主义观察世界出发点是物质。 

2、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是以人为本。 

3、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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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组5： 

1、女孩们盲目受骗的原因是传统思想观念

和价值观作祟。 

2、确立文化自信要呼唤传统文化的回归。 

3、文化的核心问题是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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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组6： 

1、中国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建

设之本。 

2、文化软实力之本是核心价值观。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要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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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组7：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马克思主义

指导是灵魂，共同理想是核心，民族精神

和时代精神是根本，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基

础。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马克思主义

指导是基础，共同理想是灵魂，民族精神

和时代精神是核心，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根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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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实践价值：批判性和辩护性 

增强马兊思主义对社会矛盾的批判力和对
社会问题的解释力，以增强其说服力和影

响力，从而增强马兊思主义在社会生活中
的话语主导权。 

马克思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

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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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

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

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

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

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

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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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指导地位：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一脉相承”的“脉”之所在。 

马兊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根据（“具体的马
兊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 

——学术话语支撑政治话语，影响日常生活
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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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课程建设的支撑 

实现六个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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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材为基本遵循， 

在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上下功夫，做到
融会贯通、熟练驾驭、精辟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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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队伍建设的根本： 

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理论深刻→思想清醒→政治坚定。 

大部分青年教师的优势和“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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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读经典，消除对马兊思主义的非科学认
识，增学科归属感和荣誉感。 
将对“主义”和对“问题”的研究结合起
来，开拓事业发展的空间。 
把握好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关系，发挥马
兊思主义对社会生活的“解蔽”而非“遮
蔽”作用，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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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建设的重点： 

培养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 

思想政治理论课    理论→思想→政治。 

既具有世界眼光，又具有中国情怀；既具
有个性特征，又具有社会责仸；既具有战
略思维，又具有踏实精神；既对社会弊端
疾世愤俗，又对社会矛盾理性态度； 
既不妄自菲薄，又不妄自尊大…… 
——需要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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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马兊思主义形成、发展进程中，回应
重大实践问题时的形成基本范畴的重要论
述，引导学生思考： 
这些基本范畴如何形成，经典作家运用怎
样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将它们构成基本
原理，又是如何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使学生感受经典作家的理论魅力：发
现问题的敏锐目光，分析问题的慎密逻辑，
阐述问题的语言魅力，解决问题的人格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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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一个民族想要登上科学的高峰，

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   

教学手段和方法的作用：为更好为表达教学
内容和思想服务，不以形式冲击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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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育教学的重心： 

从知识传授转向思维能力训练和价值评价导
向。 

理论联系实践原则： 

对“解疑释惑”和“正面教育为主”原则的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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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育教学的基点： 

帮助认识当代中国大局、把握未来发展大势。 

为大学生分析社会矛盾和反思思想困惑，提
供科学理论思维和正确价值导向： 

认识我国已发生的变化及其原因； 

今天存在的问题及分析评价方法； 

今后的前途及其同大学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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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课堂教学的契入点： 

既避克概念、结论先行； 

又不就事论事、“原理加例子”。 

凸显“问题意识”，以问题导入，“浅入深
出”，“详略得当”。 

问题的选择（“四点交集”）：教学重点、

社会热点、理论难点、思想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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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课堂教学的语言： 

“文件语言”→“教学语言”（学术语言
为支撑、生活语言为应用）： 

赋予传统意识形态话语以新的内涵； 

拓展新的理论术语； 

筛选社会和学生中流行的语言。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