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想领航　 精神铸魂　 文化育人
——— “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论坛” 综述

刘有升

党的二十大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ꎬ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ꎮ 为守好铸魂育人主渠道ꎬ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ꎬ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

主义研究院、 福州大学、 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福州大学研究基地主

办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 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ꎬ «马克思主义研究» 编辑部等协办的 “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

高校思政课论坛” 在北京和福州召开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 副院长ꎬ 中国

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辛向阳研究员ꎬ 福州大学党委书记陈国龙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

辞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龚云研究员主持开幕式ꎮ 辛向阳指出ꎬ 要深刻领会党

的二十大精神的丰富内涵ꎬ 牢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ꎬ 不断

加强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理论研究和宣传阐释ꎬ 推进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ꎮ 陈国龙表示ꎬ
思政课教师要融会贯通ꎬ 在深化和升华上下功夫ꎻ 培根铸魂ꎬ 在专题化和精准化上下功夫ꎻ 入脑入

心ꎬ 在生动化和形象化上下功夫ꎻ 落地落实ꎬ 在守正和创新上下功夫ꎮ
１. 感悟真理力量ꎬ 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

党的二十大指出ꎬ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ꎬ 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

责任ꎮ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笃信、 笃行真理的永恒课题ꎬ 与会专家从国际视野、 理论依

据等方面进行了探讨ꎮ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骆郁廷教授提出ꎬ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ꎬ
拓展国际视野是关键ꎬ 要注重 “三个结合”ꎬ 在厚植 “两个结合” 基础上提出 “第三个结合”ꎬ 将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世界发展实际相结合ꎻ 提高 “三大站位”ꎬ 站在人类社会大潮流、 世界变

化大格局、 中国发展大历史的高度把握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趋势ꎬ 认识二者互动关系ꎻ 解答世界怎

么了、 人类向何处去、 中国怎么办的问题ꎬ 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回答潮流与逆流、 战争与和平、
变局与新局的关系问题ꎮ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建军教授认为ꎬ 马克思主义守正和创新辩

证统一、 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 本土化和时代化有机结合三个规律构成其理论依据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ꎮ 刘建军以 “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新表述为理解的突破口ꎬ 认为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基于中国化视角ꎬ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 立足时代化维度ꎬ “中国化” “时代化” 的并列关系连接起新思想理论定位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主任刘志明研究员提出ꎬ 唯物史观、 建

党学说、 实践观点是捍卫 “两个确立” 的理论基础ꎬ “两个确立” 是全党全国人民的高度共识和共

同意志ꎬ 是党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 最大底气和最大保证ꎮ 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执

行院长詹志华教授表示ꎬ “两个确立” 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行的现实取向ꎬ 是成熟马克思主

９４１



义政党的重要标志ꎬ 是我们党坚定信仰、 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

究院沈阳副研究员立足工作方法ꎬ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哲学部副主任吕艳红教授基于根本立场ꎬ 深化

了理论研析ꎮ
回顾历史ꎬ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得以印证ꎻ 面向未来ꎬ 马克思主义的真

理伟力要在谱写新篇章上全面释放ꎮ 关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两个行” 的重要论断ꎬ 中国社会科学

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副主任贺新元研究员认为ꎬ “两个行” 主要是回答两

个 “为什么”: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中国行? 原因在于其所体现的科学性和

真理性、 开放性和时代性ꎬ 所蕴含的实践品格、 人民立场具有巨大的真理力和强大的生命力ꎮ
２. 奋进复兴征程ꎬ 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重大命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释了 “中国式现代化”ꎬ 深入研究这一重大历史命题和时代课题既是学

界重大任务ꎬ 也是高校重要责任ꎮ 辛向阳深刻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ꎬ 认为党的二十大以

“大写意” 描绘了 ２０４９ 年蓝图ꎬ 以 “工笔画” 描绘了 ２０３５ 年蓝图ꎬ 以更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未来五

年即到 ２０２７ 年的现代化蓝图ꎮ 人民性、 规律性、 创造性是三个蓝图的共性ꎮ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

政学院) 韩庆祥教授认为ꎬ 在学理上我们可从基础角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 在与资本主

义现代化的比较视阈中ꎬ 政治基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ꎻ 放于现代化世界潮流与中

国实际国情中ꎬ 现实基础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ꎻ 区别于西方式现代化的主客二分、 主统治客ꎬ
哲学基础是 “主—主” 平等的哲学范式ꎻ 基于发展途径和方式的独特性ꎬ 理论基础是五大新发展理

念ꎻ 置于新时代新征程背景ꎬ 时代基础是强国时代ꎮ 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

联系ꎬ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陈金龙教授指出ꎬ 作为过程ꎬ 二者相伴随ꎬ 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过程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ꎻ 作为结果ꎬ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式现代化前后相继的两个结果ꎮ
“三个务必” 的重大论断是赶考新征程对全党提出的新要求ꎬ 是更高标准的政治要求ꎮ 中国社

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杨彬彬认为ꎬ 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历史、 现实和未来的态度ꎬ 始

终坚持唯物史观ꎬ 自觉继承和发展党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优良传统ꎬ 激发了我们党永葆赶考的

清醒与坚定、 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内在自觉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卢秉祯聚焦新发展格局的

路径ꎬ 认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其提供坚实的物质和技术基础ꎬ 要从经济体制、 产业体系、 乡村振

兴、 区域协调发展、 对外开放等五方面助推高质量发展ꎮ
３. 贯彻二十大精神ꎬ 深化高校思政课铸魂育人

党的二十大为高校思政课因事而化融入立时代潮头的思想成果、 因时而进提出发思想先声的学

术观点、 因势而新增进启智润心实效赋能ꎮ 与会专家立足党的二十大精神ꎬ 着眼思政课根本任务ꎬ
聚焦 “入什么” 充分交流ꎮ 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高正礼教授基于比较视阈提出ꎬ 思政

课教师要考虑团结奋斗与统一战线、 历史主动和自我革命的关系ꎮ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

树荫教授认为ꎬ 一要通过党的十二大到二十大纵向比较ꎬ 明晰党的二十大首次凸显团结奋斗的重要

性ꎻ 二要全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ꎬ 厘清 “三个务必” “中国式现

代化” 等的科学意蕴ꎻ 三要从比较二十大 «党章» 与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的异同点理解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ꎬ 以适应思政课的社会调节性ꎮ 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董慧教授就思政

课教师如何强化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ꎬ 如何提升学生学习的政治自觉提出教

学建议ꎮ 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骆小平教授基于一线教学经历ꎬ 认为专题式教学要做到 “三
化”: 精准化ꎬ 实现主题专、 逻辑精、 内容特、 讲授新ꎻ 专业化ꎬ 力求政治、 思想、 文化、 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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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五大要素融入ꎻ 常态化ꎬ 达到 “全” 与 “专” 统一ꎮ
在明确 “入什么” 的基础上ꎬ 各位专家认为有必要理清融入方法ꎬ 打通教学 “最后一公里”ꎮ

倾向于逻辑意义上的宏观思辨ꎬ 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晓副教授表明ꎬ 要把坚定立场、 提高站

位、 扎根本土、 紧跟时代作为融入基本原则ꎻ 将理念革新、 话语重建、 方法拓展、 多频推动作为融

入现实路径ꎮ 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鞠智超表示ꎬ 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ꎬ
可以借由教学共进、 研宣并行、 虚实结合的路径ꎮ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孙来斌教授认为ꎬ “六
个坚持” 是党的理论创造、 实践探索、 政治品格的集中体现ꎬ 他结合该校思政课的创新实践ꎬ 从坚

持人民至上、 自信自立、 守正创新等角度提供有益参考ꎮ 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国提出ꎬ
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课程ꎬ 要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结合ꎬ 用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ꎬ 用学术的理论深度阐释党在二十大上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ꎬ 教学

过程中辅以党的二十大金句融入、 学生故事分享等方法ꎮ
４. 扎根中华文化ꎬ 深耕高校思政课以文化人

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ꎬ 开辟 “第二个结合” 新境界ꎬ 并有机融入思政课ꎬ 打造 “大
思政课” 文化育人新格局ꎬ 是论坛热点之一ꎮ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传利教授探讨了马克思主

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学术问题ꎬ 认为不仅要精通马克思主义、 传统文化ꎬ 还要从研究思

想材料视角出发分析 “第二个结合”ꎬ 彰显文化时代性与阶级性ꎬ 推动 “双创”ꎮ 湘潭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李佑新教授紧扣思政课程及教材缺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实际ꎬ 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有关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和原则、 梳理和揭示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现代意义和价值的思想内容ꎬ 以

及文化自信、 “第二个结合” “双创” 等内容应重点讲授ꎮ
深化高校思政课文化育人ꎬ 离不开红色文化、 生态文化等宝贵资源ꎮ 重庆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副院长郑洁教授提出了融入的五条路径: 讲述革命故事ꎬ 强化思想引领ꎻ 学习英雄模范ꎬ 激扬

昂扬斗志ꎻ 参观红色文物ꎬ 凝聚奋进力量ꎻ 体悟红色精神ꎬ 牢记使命担当ꎻ 重温光辉历史ꎬ 赓续红

色血脉ꎮ 中国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杨晓斌副教授立足加强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站位ꎬ 独辟蹊径

地提出以为学生精神世界注入海洋力量为切入点ꎬ 完善学生生态人格ꎮ
从地域特色出发探讨文化育人的实践案例教学也备受青睐ꎮ 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刘

有升教授从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出发ꎬ 认为讲好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的故事ꎬ 可以丰富高校思政课资

源供给、 推动铸魂育人ꎻ 着眼未来ꎬ 要坚持运用好立场观点方法ꎬ 在 “八个好” 中守正创新ꎮ 贵州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罗佳副教授指出ꎬ 地域文化具有地缘亲和力与文化接近性等优势ꎬ 蕴有永不褪

色的时代价值ꎬ 是新时代高校思政课需融入的文化内容ꎮ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一博副教授表

示ꎬ 该校十年来坚持开展苏区实践 “大思政课”ꎬ 通过激活苏区红色资源、 构建 “大师资”、 拓宽

“大平台”ꎬ 形成了坚持激活红色资源、 多元主体和实践成果等基本经验ꎮ 九江学院谢伏华研究员指

明ꎬ 该校以 “地域文化资源” 为底色与特色ꎬ 打造动静相促的育人环境ꎬ 推进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

协同育人ꎬ 以 “地域非遗文化” 为亮色ꎬ 构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 “大思政课” 体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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