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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中“三度”，做好“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教学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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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课程之一，决定着教育的政治方向。要真正让

学生做到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入脑”“入心”“随行”，教师要端正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勇于捍卫马克思

主义，自觉抵制错误思潮，才能达到“其身正，不令而行”的效果；授课内容要有深度，不流于形式，才能帮助学生掌握系

统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要有温度，以情入心，了解学生的思想动向，促使学生自觉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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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简称“原理”）课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课程，担负着重要的政治

任务。“原理”课教师应重视该课程在青年大学生成长成才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教学过程中，必须使

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打下坚实

的理论基础；帮助学生掌握如何分析问题、如何认识世界的方法，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成为学生人生

道路上的指南针、科学的思维工具。这样的教学目的要求教师必须从“态度”“深度”“温度”三个方面

严格要求自己，才能真正教好“原理”课。

１　有态度，即坚信马克思主义，在各种错误的社会思潮面前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
青年是我们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力军，肩负着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于广大青年树立和坚持正确的理想信念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原理”教学的目的是让大学生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观点、方法“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简单说就是要让学生“信”，即相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真理性、科学性，而要学生信，授课教师

必须先“信”，要解决“信”的问题，必须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不断加强政治学习，端正态度，坚守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动摇。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我国经
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市场经济中存在的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不择手段的竞

争价值取向，加之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图谋，导致不少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长此以往势必造成

党员、干部脱离人民群众，失去人民群众支持的政党又怎么能够实现政局的长期稳定？结果只能是重蹈

苏联亡党亡国的覆辙。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谈到了理想信念的重要性，２０１２年他在十八届
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用“政治灵魂”“精神之钙”形象地说明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是共产党员

抵制诱惑的精神支柱。２０１３年３月他又在新进十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研讨班上讲话强调，共产党员
尤其是领导干部要以身示范，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熔铸到自己的工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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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同年８月，他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要求，“党员、干部要坚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
信仰”。做好本职工作，是诠释理想信仰的最佳选择。作为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和宣传的重要阵地上

的主体，高校教师尤其是“原理”课教师在完完整整地而不是断章取义地向青年大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

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要以“两学一做”为契机，引导自己自觉学习党章党

规，特别是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

自信，补足“精神之钙”，筑牢党性意识。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上的讲话》中强调教师的重

要性，他说：“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

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１］１０８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思想建设的重要战略任务，离不开作为基层阵

地的高校，作为青年学生的引路人，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情操，无疑会对青年学生产生正相关的

影响力和感染力，进而达到助推思想传播的作用。正确的理想信念犹如一盏教书育人、照向未来的指路

明灯，一名真正合格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具备正确的理想信念，否则难以担当教书育人的重任。

第二，摆明态度，坚决与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错误社会思潮划清界限，增强意识形态方面的

安全观。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一方面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极大的隐

患，成为各种错误社会思潮如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论等错误思潮的

集散地。青年大学生是互联网的主要用户，据ＣＮＮＩＣ统计，截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中国青少年网民规模达
到２．８７亿，占中国青少年人口总体８５．３％，远高于２０１５年全国整体网民互联网普及率（５０．３％）。从
年龄结构来看，青少年网民中１９～２４岁占比最高，为４８．１％，平均每周上网时长为２６小时，搜索引擎使
用率达到８６．６％；网络新闻使用率为７４．５％［２］。青年大学生对新鲜事物接受快，从众心理较强，对于良

莠不齐的信息，自身辨识能力较弱，需要“原理”课教师引导，以课堂为堡垒，“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

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３］，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

分析问题，帮助青年学生“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３］。例如，在讲授“原理”第三章《人类社会及

其发展规律》时，要多从正面举例子讲事实，讲清楚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和阶级分析

方法，说明目前我国阶级斗争的现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质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

整体虚无，历史虚无主义通过歪曲党史军史国史、抹黑党的领袖、污名化英雄人物、诋毁中国传统文化、

虚无化马克思主义等，达到削弱大学生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腐蚀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文化根

基，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第四章《资本主义的本质及规律》的讲解中，一定要弄清古典自由

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之间的区别，不可简单地划等号，也不能避而不谈，在讲解的时候应当

旗帜鲜明地揭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让学生弄清楚新自由主义产生的背景、发展的历程、形成的基本流

派，以及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在拉美、阿根廷、东南亚、苏联、埃及等国家和地区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恶果
只能是政治混乱、经济发展停滞，同时也要警惕新自由主义给我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困扰，如鼓吹国企改

革私有化和借口金融改革实施金融自由化，这样的举动无疑是要消解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瓦解我国

的公有制经济基础，最终颠覆我国目前的政治制度。

总之，目前我国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面临的形势异常严峻，高校教师和青年大学生如果没有正确的

理想信念的引领必然会受到错误社会思潮的左右和干扰，高校教师的三尺讲台就是舆论宣传的最前沿，

高校教师要严格要求自己，端正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始终与中央保持一致，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热点、难点问题，克服以“淡化意识形态”为特征的单纯事务

主义倾向，努力把课堂打造成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前沿阵地，将高校学生争取过来并尽可

能地转化成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的主体力量。

２　有理论深度，协调内容与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达到深入浅出的效果
在进行“原理”课程教学时，应处理好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但内容的理论深

度不能降低。作为经过多年系统学习的专业教师，既不能在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时故意将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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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化”，看似高深莫测，学生却不明所以；更不能过度娱乐化，降低专业水准。毕竟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其专门的研究领域。现在有些教师为了活跃课堂，调

动学生积极性，试图采取各种形式的课程模式，如翻转课堂、课堂话剧等，将课堂变成一个娱乐室。从增

强师生之间互动的角度理解这种做法，本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过度娱乐化，则掩盖了整个学科的专业

性，降低教学的专业性，只会用空话、套话、俗话来讲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看似通俗化，实则庸俗化。

活跃课堂气氛，增强师生之间的互动，可以适度采取游戏、竞猜等娱乐形式，并且这种娱乐方式不能脱离

甚至背离课堂的初衷，过度娱乐化，不仅不利于学生的辨别能力、分析能力的提升，对教师的个人成长也

是不利的，尤其在现有的高校体系下，教师不仅要搞好教学，也要有相关的学术成果。作为一名专业教

师应该在自己本专业领域内尤其是在教学的过程中养成不断发现问题的意识，唯有如此才能不断深化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内容，最终达到深入浅出的教学效果。

要处理好知识体系和方法论之间的关系。按照２００５年中宣部和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施方案》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着重讲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个要求与经典作家本人的

思想是没有任何冲突的。晚年的恩格斯更是一再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

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４］６９１“原理”课教师不仅

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系统的知识进行讲解，更要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意义，让学生掌握其精神

实质，弄明白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对现实问题的辩证分析。因此，在“原

理”教学中，教师要帮助学生将科学辩证法运用于分析社会现实问题，才能更好地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

生命力。诚如１８９５年恩格斯在《致威纳尔·桑巴特》信中所言，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
南，如果忽视这一特点，“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抽掉马克思主

义的活的灵魂，就会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５］１５７

要有世界历史眼光。联系和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事物的发展是一个过程，每件事物都是过

程的集合体。在讲授“原理”时首先要将马克思主义放在所处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

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构成，每一部分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发展。列宁指

出：“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

封、僵化不变的学说。”［５］６６在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中，要让学生弄明白马克思主义哲学、政

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关系，教师必须

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开阔自己的视野，打通西方哲学史、资本主义发展史和社会主义５００年的发展史，将
马克思主义放在人类发展的总体进程中去，不能对前人的贡献避而不谈，只有在比较中才能彰显马克思

主义的科学性和发展性。对于教学中的重点原理，教师更有必要将其讲得深入透彻，达到以点带面、提

纲挈领地讲透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理论内涵的效果。在讲授重点问题的过程中，要注重系统化，不要

为原理而原理，只及一点不及其余，结果只能造成原理的零散和碎片化，缺乏历史厚重感，割裂了马克思

主义的整体性。为避免这种现象产生，教师要有足够的文本知识储备。在讲授重点问题时，要回到历史

的起点，即回到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去，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批评斯蒂贝林博士对马克思“固

定的利润率”所做的不合事实的结论，强调阅读原著的重要性，他说：“一个人如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

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

东西塞进去。”［６］２６用经典著作自身的清晰逻辑和对该问题的辩证分析帮助学生掌握重点问题在马克思

主义理论体系中所具有的理论逻辑及其现实生命力。

总之，“深度”上的要求，对于每一位高校教师而言都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做好成为“知识上的

游牧民族”的准备。要追本溯源全面学，下真功夫学原著、读原文、悟原理，不能一知半解、断章取义、机

械式地生搬硬套；要持之以恒地学，学深学透最新精神，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中饱含的马克

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与时俱进地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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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有温度，掌握青年大学生的思想动向，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大学生思想政治品德认识、情感、信念、意志、行为的心理过程。而这

一过程又与学生的个性倾向和心理特点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如一枚温度计深

入学生的内心，关注学生的需要、学习动机、能力和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

“好老师应该把自己的温暖和情感倾注到每一个学生身上，用欣赏增强学生的信心，用信任树立学生的

自尊，让每一个学生都健康成长，让每一个学生都享受成功的喜悦。”［７］“原理”课教师要从课上到课下

双管齐下，坚持从学生中来、到学生中去，聆听学生的心声，做学生的知心人，了解学生的所思所想，在课

堂上才能做到游刃有余。

教师要关心学生的学习程度，重新编排教学内容。“原理”作为一门针对全校学生开设的公修课，

涉及各个专业，多个专业混合编班的大班制增大了教师因材施教的难度。另外，同一个班级内学生相关

知识储备差距大，在教学过程中容易造成顾此失彼的结果。高中时期文理分科的安排，造成了理工科专

业的学生文史哲基础比较薄弱，而文科生由于原来高中“思想政治”课中学过哲学常识和经济学常识，

这些知识点与“原理”课中第一至三章和第四章中商品、货币方面的知识点又多有重复。如果不考虑上

述现象，必然导致一部分学生觉得是在“吃剩饭”，学习兴趣下降，最终影响整个班级的学习兴趣，难以

达到思想转化的目的。为了避免类似现象发生，教师应重新编排教学内容，将教学重点从高中时期的基

本概念转移到基本原理的系统化，由知识传授向思想方法培育转变，帮助学生形成辩证思维方式。切忌

让学生如高考时的知识学习，死记硬背概念定义，“否则会败坏精神胃口，引起抵触反感”［８］。在教学中

正确处理好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发展规律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坚持社会发展规律在整个马克思主义

中的重要地位，帮助学生弄清楚“现实的人”的本质就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将自我实现主动地融入

整个人类历史的大趋势中，追求崇高的人生理想；另一方面，不能忽略人的自由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坚持

的价值选择，这样更加贴近学生的实际，有利于满足学生的个性需要。针对学生对社会生活关注度的提

升，选取与学生自身学习、生活、就业等相关度高的案例，恰当设问，辩证分析，唯有如此，大学生才能主

动自觉地构建出自身对人生的感悟、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打通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内在联

系，才能在真正体会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自身生活、学习、工作之间的密切联系之后，修身正行。

总之，“原理”课教师要做到有“温度”，就要在教学的过程中避免理论脱离实际，既不能脱离我国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也不能脱离青年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实际，要避免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倾向，

“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

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

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９］７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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