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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结合”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三重向度

薛菁
（广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摘　要：“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形成的规律性认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也为高校思政课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理

论资源和科学的方法指导。将“两个结合”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是高校思政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讲好道理、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两个结合”与高校思政课建设的目标导向、思想文化资源等高度一致，“两个结合”的内在逻

辑与高校思政课建设原则深度契合，这为“两个结合”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提供可能。要将“两个结合”有机融入高校思

政课教学，须重点把握教师教学素养提升、教学内容优化和教学过程创新三个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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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
重大原创性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

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

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

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１］这一重

要论述阐明了“两个结合”的价值意蕴，揭示了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开辟了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高校思政课是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帮助大学生扣好人生第一

粒扣子的关键课程。“两个结合”为高校思政课

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科学的方法指导，

为提升思政课教学质量指明了方向。

１　“两个结合”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何以
必要

“我们的高校是党领导下的高校，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高校。办好我们的高校，必须坚持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２］

思政课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关键课程，

肩负着帮助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

提高品德修养的重要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征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两个结合”的内容与途径和我国高校的性质与

任务深度契合。将“两个结合”融入高校思政课

教学，既是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动力源泉，也是推动

高校思政课发展的必然要求。

１．１　高校思政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
要求

“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２］立德树人

是“德”与“才”在教育领域的辩证统一，立何种

德、树何种人是教育对时代之问的回应，也是对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深刻

诠释。立德是育人的根本，“一个人只有明大德、

守公德、严私德，其才方能用得其所”［３］。高校思

政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要立马克思主义

信仰之德，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共同理想之德，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德，

立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帮助大学生用理想信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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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规范筑牢精神之基，转化为增强文化自信与

文化自觉的内生动力。树人是教育的根本目标，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由整个社会共同经营生

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完全不

同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人来。”［４］高校人才培养

与时代发展紧密相连，新征程中要培养的是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作为铸魂育人、培养人才的主渠道，思政课

的政治属性、意识形态属性和教育属性决定了其

必然以“两个结合”为思想指导和实践原则。

“‘两个结合’是高校思政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重大政治命题。”［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

面发展理论蕴含丰富的立德树人资源，它强调人

的发展在于体力、智力、品质、道德等各方面的全

面发展，为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内涵阐释提

供了理论指导。立德树人作为具有独特中国标识

的概念，也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太

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将“立德”

置于三者之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

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的社会风尚、孝悌

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都是高校思政课立德树

人的思想文化资源。立德树人是树时代之新人，

须紧密结合时代发展需求，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最新理论成果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青年大学

生的品质与能力。

１．２　高校思政课讲好道理的必要途径
“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

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６］为了讲好道理，我们

要明晰“讲什么”和“怎么讲”两个问题，而要解答

这两个问题，离不开“两个结合”的有力支撑。其

一，讲好马克思主义的道理离不开“两个结合”。

高校思政课讲道理，首要是讲大道理，大道理凝聚

着精神内核，能够抓住事物的根本。马克思主义

是高校思政课应讲好的最大道理，讲好马克思主

义的道理是促使当代大学生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

念，做好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条件。

讲好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不仅要联系马克思主义

经典著作讲，而且要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

历史和现实讲，着重讲好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

主义道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中国

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历程与“两个结合”的

历史逻辑交相辉映，因此，要讲好马克思主义的道

理，必须以“两个结合”为指导并将其贯穿于思政

课教学始终。其二，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

理离不开“两个结合”。高校思政课要引导青年

大学生坚定“四个自信”，培养堪当民族大任的时

代新人，须讲清、讲透、讲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道”和“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何从历

史纵深中走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和文

化何以彰显中国特色与中国优势，都是高校思政

课必须讲清的道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与

发展是“两个结合”的实践成果，要讲清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道”和“理”，须从“两个结合”中寻

找理论资源和方法论支撑。其三，讲好为人处世

的道理离不开“两个结合”。高校思政课除讲授

学理和哲理外，还要讲好个人作为社会的细胞所

应遵循的为人处世的道理，讲清“小我”与“大

我”、私德与公德、思想道德素质与法治素养的辩

证关系。唯物史观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剖

析，是讲好为人处世道理的哲学基础。“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

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

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

值”［７］，为讲好为人处世道理提供了宝贵资源。

此外，落实思政课讲道理的本质要求，既要明确

“讲什么”，也要思考“怎么讲”。“两个结合”蕴

含的理论联系实际、共性与个性相统一、历史与逻

辑相统一的原则，为高校思政课 “怎么讲”提供了

方法指导。

１．３　高校思政课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加快建设高

质量教育体系。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高校思政课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

地，理应立足新时代新任务，实现高质量发展。

“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其高质量发展实质上是

指思想政治教育适应时代呼唤，满足人们和社会

需求的程度进一步提升、实现最优化的状态，是与

时俱进、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趋势的发展，是

守正创新、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引领时代

风尚的发展。”［８］推动新时代高校思政课高质量

发展是一项多方面协同的系统工程，对教学理念、

教学过程、教学效果等提出了更高要求。首先，新

时代推动高校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要符合新的国家

战略发展要求。当前形势下，办好思政课，要更多

地从“两个大局”出发，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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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强国的战略高度来看，摒弃传统的说教式、灌输

式教学方式，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理念与新范式，

做到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与青年大学生的精神

文化需求深度融合。站在国家战略发展新高度推

动高校思政课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两个结合”的

指导。“两个结合”的内涵与方法是其不可或缺

的理论资源与方向指引。其次，新时代推动高校

思政课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与时俱进地创新教

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两个结合”既蕴

含马克思主义这一推动高校思政课高质量发展的

“魂脉”，又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

为高校思政课提供了高质量发展的视角与思维。

它启示高校思政课基于从历史到现在和未来、从

马克思主义到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从现

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从中华文明到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的逻辑讲好中国故事，不断拓展高校思政

课的深度与广度，不断强化新时代大学生的理论

自觉、文化自觉和行为自觉。“两个结合”不仅是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也是

高校思政课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将“两个结

合”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既能更科学、合理、有

效地阐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

成果，也能提升高校思政课的学理性、系统性和感

染力。

２　“两个结合”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何以
可能

“‘两个结合’构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坐标系，交织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的经纬线，其理论视野、价值构建、实践导向彰显

了综合创新、胸怀天下的历史方位。”［９］“两个结

合”的价值旨归、基本内涵、内在逻辑与高校思政

课教学体系在目标导向、文化资源、实践遵循等方

面的契合表明将“两个结合”融入高校思政课教

学具有现实可能性。

２．１　“两个结合”的价值旨归与高校思政课教学
的目标导向高度一致

“一个所谓哲学原理或原则，即使是真的，只

要它仅仅是个原理或原则，它就已经也是假的了；

要反驳它因此也就很容易。”［１０］“两个结合”是源

于实践的理论原则，它指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

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具体实际问题。此

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重在“全面”，

文化强国建设是其中的重要维度，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资源，是彰显文化

主体性的根脉。“推进‘两个结合’，对于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实现中华文明升华升级和创造人类文明新

形态，具有深远的历史、理论和实践意义。”［１１］将

“两个结合”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要遵循，也是“两

个结合”在实践中的价值旨归。作为思想上层建

筑的具体表现形式，思政课的开展受制于特定的

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办好思政课，要放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

局中来看待，要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高度来对待。”［１２］我国的思政课同社会主义

国家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紧密关联。助

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是高校思政课教学应锚定的目标。高校思政

课教学应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基于国家

发展与民族振兴的宏大视野，面向现代化，面向未

来，肩负起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高素质人才的使

命，与“两个结合”在目标导向上保持高度一致。

２．２　“两个结合”的基本内涵与高校思政课教学
的思想文化资源高度吻合

“推进‘两个结合’是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迫切需要，是发展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

迫切需要”［１３］，也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过程中彰显中国特色、突显中华民族主体性

的现实需要。“两个结合”在中国具体实际中的

理论生成与实践转化，既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

导地位前提下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也是在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对中华文明现代样态

的抒写，其思想根源和文化根基在于马克思主义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统一、

价值性与知识性相统一的高校思政课教学，既

“要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学生，以彻底的思想

理论说服学生，用真理的强大力量引导学生”［１２］，

又要以知识为载体，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目标，不断提升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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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德素质和精神境界。高校思政课要充分体现

学科属性并发挥思政课效能，一方面，要坚持马克

思主义指导。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贯穿

教学全过程是保证思政课政治性与科学性的关

键。另一方面，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

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理念与价值观念是

思政课教学的重要内容。要落实高校思政课立德

树人的根本任务，实现其高质量发展，须深入挖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智慧。“两个结合”的

内涵与实践路径同高校思政课教学的特有属性与

效能发挥在思想文化资源层面高度吻合，这为

“两个结合”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提供了理论层

面的可能。

２．３　“两个结合”的内在逻辑与高校思政课教学
的原则遵循深度契合

“知识是不断构造的结果”，“知识从一个阶

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总是以一些新结构的形成

为标志，而发生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就是关于新结

构的构造机制问题”［１４］。从发生学的视角看，

“两个结合”是知识内部结构逻辑演绎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构成“两个结合”的基本要素，各要素之

间的相互作用呈现出明显的内在逻辑。第一，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

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４］，理论的真正

伟力不在于纯粹的思维推演，而在于对实践的改

造。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又彰显了“两

个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内在逻辑。第二，

守正与创新相结合。“两个结合”既要求坚持马

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又要求立足中国具体实际不

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在守马

克思主义之“正”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中国化时代

化的马克思主义，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最新理论成果解释和指导中国实践。第三，继承

与发展相结合。“‘第二个结合 ’在原来‘一个结

合’的基础上，基于历史整体认知立场实现了主

体创造性补充和线性延伸”［１５］，突显出中华民族

的主体性，以及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意

义。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原则遵循与“两个结合”

的内在逻辑深度契合，一方面，作为立德树人的关

键课程，思政课既要讲好道理，又要在实践中培养

人，塑造人，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贯穿于课

程教学全过程。另一方面，高校思政课既要讲好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又要讲好中国化时代化马克

思主义的真理，既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要

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就要求在思政课教学中

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守正与创新相结合、继承

与发展相结合的原则。“两个结合”的内在逻辑

与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原则遵循深度契合，为“两

个结合”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提供了可能。

３　“两个结合”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何以
实践

“两个结合”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不仅具有

客观必然性和理论可能性，更具有现实操作性。

只有通过实践将“两个结合”融入高校思政课教

学，才能更好地激发其赋能高校思政课的活力。

将“两个结合”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须在深入分

析“两个结合”内涵、作用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思

政课各教学要素，寻求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

“两个结合”的融入并非单点嵌入，而是全方位的

体系建构，须将其有机融入教师教学素养、教学内

容、教学过程等思政课教学要素。

３．１　“两个结合”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师教学素养
“教师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

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

任”［１２］，高校思政课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发挥着主

导作用。思政课教师的教学素养是多元的，可大

体概括为政治素养与理论素养。思政课要解决的

核心问题是学生的理想信念问题，因此，要让有信

仰的人来讲信仰。只有不断提升思政课教师的政

治素养，才能保证思政课教学的政治属性。“两

个结合”是党的理论创新，也是新时代关于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思政课教

师应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两个结合”，

并充分运用“两个结合”提高自身政治素养。首

先，高校思政课教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思政课教师只有自己信仰坚定，对所讲内

容高度认同，做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典范，才

能讲得有底气，讲深讲透，才能有效引导学生真

学、真懂、真信、真用”［１２］。其次，高校思政课教师

要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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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与中华文明中的重要地位，树立主体意

识，深入挖掘具有中华民族独特基因的文化与文

明，增强自身文化自信与身份认同感。此外，思政

课教师的理论素养是传道授业的重要基础，充分

运用“两个结合”不断提升思政课教师的理论素

养，要着力做到思维新、视野广，持续深化马克思

主义理论与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埋首经典，关照现

实，全面了解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

义发展史，不断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提升

自身文化素养，并树立科学的历史观、文化观和民

族观。

３．２　“两个结合”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是教与学过程中传递的主要信息，

也是连接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桥梁。“两个结

合”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关键在于融入高校思

政课教学内容。从思政课课程序列来看，高校思

政课要改变以往以具体课程为划分边界的思政课

教材体系，将“两个结合”有机融入课程教学内

容，搭建“大思政”学科体系。首先，以“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为基础，厘清其与“毛泽东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中国近

现代史纲要”的关系，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

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发展历

程，并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发

展历程论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高校思政课教

师应突破课程间非此即彼的思维壁垒，以主讲课

程为核心，有机融合“两个结合”理论资源及其他

思政课教学资源，讲深、讲活、讲透思政课道理。

从思政课教学的微观视角来看，应将“两个结合”

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教学，寻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

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接榫点，讲好马克思

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关系，讲清、讲透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传播好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其次，将“两个结合”融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

课程教学内容，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联系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

实际，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演进逻辑，重视马

克思主义从“用”到“体用结合”的转变，凸显中国

具体实际的特殊性和中华民族的主体性。最后，

将“两个结合”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增

强思政课价值性与知识性的张力，通过讲原理、讲

党的理论创新、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中国的历

史与当下等，对学生进行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

和历史观教育，帮助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３．３　“两个结合”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过程
“立足中国实际办好中国高校思政课，与‘两

个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智慧

高度贯通。”［１６］在教学过程中，高校思政课教师应

充分运用“两个结合”，着力激发学生思政课学习

的自主性、主体性与能动性，进而实现高校思政课

高质量发展的目标。首先，应将“两个结合”嵌于

思政课教学目标之中，并将其运用于知识目标、能

力目标和情感目标的设定，进而以目标导向为基

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其次，要将“两个结

合”贯穿于思政课教学全过程，合理分配和布局

课堂导入、讲授与总结各环节。再次，要将“两个

结合”融入思政课教学方法。行之有效的教学方

法是提升思政课教学质量的关键。高校思政课教

师可以运用情景式教学法，通过互联网、ＶＲ等创
设教学情景，营造特定的场景和氛围，使学生获得

沉浸式体验，同时，可有效利用学校及其所在地的

历史文化资源、红色文化资源和传统文化资源，将

课堂迁移至具体的场景中，增强学生的参与感和

学习兴趣。此外，还可以开展“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一方面把握好线下课堂，另一方面依托慕

课、学习通、雨课堂等数字平台拓展思政课教学空

间，使“两个结合”的内涵与规律得到直观呈现。

“两个结合”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既遵循

“两个结合”的内在逻辑，又符合高校思政课高质

量发展的客观要求。“两个结合”蕴含丰富的理

论资源和方法论资源，是高校思政课把道理讲深、

讲透、讲活的重要基础。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应充

分运用“两个结合”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

声音。

参考文献：

［１］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

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Ｍ］．北京：人民

出版社，２０２２：１７．

［２］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Ｍ］．北京：外文出版社，

２０１７：３７７．

［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Ｍ］．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４：１７３．

６３１



第１７卷 薛菁：“两个结合”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三重向度

［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１卷［Ｍ］．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
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３０７．

［５］田歧立．高校思政课讲“两个结合”的道理蕴涵及实
践策略［Ｊ］．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４）：
１２６－１３１，１５６．

［６］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
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

界一流大学新路［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２－０４－２６（０１）．
［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Ｍ］．北京：外文出版社，

２０２０：３１４．
［８］黄蓉生，刘云彬．“第二个结合”与思想政治教育高质

量发展论略［Ｊ］．思想教育研究，２０２３（１１）：１６－２２．
［９］韩东晖．“两个结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

境界［Ｊ］．现代哲学，２０２３（３）：１－８．

［１０］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Ｍ］．贺麟，王玖兴，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１４．

［１１］刘仓．中国式现代化与“两个结合”的实践路径探析
［Ｊ］．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２３（５）：１９－２６．

［１２］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
程［Ｊ］．求是，２０２０（１７）：４－１６．

［１３］徐莹．“‘两个结合’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信息
跟踪”学术研讨会综述［Ｊ］．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２３
（４）：１６１－１６５．

［１４］汪晓云．人文科学发生学：意义、方法与问题［Ｎ］．光
明日报，２００５－０１－１１（０８）．

［１５］张雪，徐晓风．“两个结合”的内在逻辑及哲学意蕴
［Ｊ］．北方论丛，２０２４（２）：１４－２２．

［１６］蔡卫华．“两个结合”赋能思政课的学理逻辑［Ｎ］．中
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２３－０７－０４（０８）．

“Ｔｗｏ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Ｃｏｕｒｓｅｓ

ＸＵＥＪ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５１０００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Ｔｗｏ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ｔｈｅｒｅｇｕｌａ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ｆｏｒｍ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ｏｆ
Ｃｈｉｎａｉｎ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ｔｈｅｒｏａｄ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ｔｉｓｔｈｅｌａｔｅｓｔ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ｏｆ
ｔｈｅｓｉｎ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ｗｈｉｃｈ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ｂｕｔａｌｓｏｒｉｃｈ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ｕｒｓｅｓ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Ｔｗｏ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ｏ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ｕｒｓｅｓ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ｉｓａｎ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ｔｈ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ｔａｓｋ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ｍｏｒ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Ｔｗｏ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ｈｉｇｈｌｙ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ｇｏａｌ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ｕｒｓｅｓ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ｌｏｇｉｃ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ｉｓｄｅｅｐｌｙ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ｕｒｓｅｓ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ｗｈｉｃｈｍａｋｅｓｉｔ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ｔｏ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ｔｈｅ“Ｔｗｏ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ｏ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ｕｒｓｅｓ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Ｔｏｏｒｇａｎｉｃａｌｌｙ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ｔｈｅ“Ｔｗｏ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ｏ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ｕｒｓｅｓ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ｉｔ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ｆｏｃｕｓｏｎ
ｔｈｒｅｅｋｅｙｌｉｎｋｓ：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ｎｇ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ｗｏ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ｌｌｅｇ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ｕｒｓｅｓ；ｔｈｅｏｒｙ；ｍｅｔｈｏｄ
（责任校对　王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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