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摇 推动思想政治工作创新
——— “2017 年全国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讨会冶 综述

原丽红摇 梁海峰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2017 年 10
月 14—15 日,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和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联合主办, 中国社会

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部和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承办, 《马克思主义

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学报》 编辑部协办的 “2017 年全国思想政治

教育学术研讨会冶 在山东青岛隆重召开。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武汉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山东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 以及 《光明日报》 《思想理论教育》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等报刊的编辑人员 100 余人参会。 开幕式由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马克思

主义学院院长王建军教授主持。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党委副书记王勇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

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樊建新研究员先后致辞。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田心铭研究员、
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沈壮海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部主任余斌研究员、 东北

师范大学社科处王占仁处长、 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爱华教授分别作了主题报告。

一、 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樊建新认为,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 需要我们认真学习、
贯彻和落实。 比如, 他在 “5·17冶 讲话中鲜明地提出,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 这是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最本质特征, 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灵魂。 再比

如, 强调建设世界一流高校、 一流学科的 “双一流冶, 不能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前提, 我们

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 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不能建成哈佛第二、 剑桥第二。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人民大学建校 80 周年的贺信中强调, 在教育工作上, 要 “围绕解决好为谁培

养人、 培养什么样的人、 怎样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冶。 点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 指出了我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方向。 在怎样培养人的问题上, 他在 2016 年 12 月的全国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 要坚持不懈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 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为学

生一生成长奠定科学的思想基础。 这就是说, 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习近平

总书记还强调, 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 我们要密切关注和研究, 有分析、 有鉴别, 既不能

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 也不能搞全盘照搬。 国内一些学者看到国外研究中有马克思主义的字眼, 就

照单全收, 进行传播。 比如前两年被热炒的皮凯蒂的 《21 世纪资本论》 以及近几年的 “有机马克思

主义冶, 还有其他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和林林总总的大小观点; 有的研究看不出哪些是对马克思主

义的坚持、 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什么核心观点、 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等等。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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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性、 实践性特点, 要求我们不能回避这些问题, 需要认真研究、 科学回答这些问题。
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英杰教授认为,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本质内容是信仰教育,

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 当前

我们要重视学习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把马克思主义信仰与个人价值追求结合起来。

二、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余斌认为, 当前学术研究中的实用主义缺陷存在着排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现象, 使人们不

注重去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从而妨碍了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全面深化改革。 因

而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加以分析, 以推动理论和实践向前发展,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开

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新阶段作出贡献。
田心铭认为, 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 意义, 可以从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

两方面进行探讨: 其一, 马克思主义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中讲的 “理冶, 离

开了马克思主义就不能抓住事物的根本, 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就会误导青年学生。 帮助学生学懂、 弄

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才能为他们一生成长奠定科学的思想基础; 其二, 马克思主义是思想政治

教育的根本方法论。 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不同社会

制度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 功能有着本质区别。 我们要用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论而不是唯心史

观的 “一般社会论冶 去观察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

点, 坚持集体和个人、 社会和个人的统一。 任何把社会需要和个人发展、 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割裂

开来、 对立起来的观点, 都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永友教授认为, 应该在思政课中贯穿科学思维

教学模式, 帮助学生懂得什么是科学思维、 怎样形成科学思维, 促进学生懂得运用科学思维去观察

问题, 提高学生的分析力、 思考力和判断力; 培养学生理性思维、 科学思维、 系统思维的习惯, 促

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 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 建立起科学理性的价值信仰体系; 满足、 引领

学生成长成才需求, 促进学生实现知识、 信仰、 能力的有效转化, 形成学生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和

能力体系, 实现和达到其 “真心喜爱、 终身受益、 毕生难忘冶 的教学目标。

三、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部副主任李春华研究员认为, 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是以

“做什么、 谁来做、 怎么做冶 为基本问题而构成的复杂体系, 其核心和关键是培养青年学生正确的 “三
观冶, 其主渠道是思想政治理论课。 要做好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 必须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

渠道作用, 深刻阐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的理论基础, 用彻底的理论掌握青年学生,
批判影响正确 “三观冶 形成的各种错误思潮, 提高青年学生辨别是非和自觉抵制错误思潮侵袭的能力,
有针对性地回应青年学生在 “三观冶 问题上的困惑和迷茫, 关照学生自身全面而健康地成长。

沈壮海认为, 通过图表、 大数据分析、 问卷调查等形式, 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新的一代对

社会与个人的认知, 以及当代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程度。 通过研究 “好评度高冶 的

思政课, 分析原因, 借鉴经验, 我们可以因材施教; 通过从认知、 认同、 践行之间的关联入手, 我

们可以研究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的影响; 通过在讲授内容上做出改进,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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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具体问题, 我们可以对学生的需求进行判断并给予引导, 增强教学的趣味性, 把思政课讲活。
李爱华认为, 我们对待科学理论的态度一是要真学、 真懂、 真信、 真用, 最关键的是要真信,

思想理论教育工作者要真信, 真心诚意地做教育工作; 二是要对马克思主义真 “研冶; 还要真

“承冶, 即如何继承与发扬马克思主义, 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最科学最有益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来

秉承、 继承、 传承, 切实为大学生成长奠定思想政治教育基础。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习胜教授认为, “思想咨商冶 是以消解求助者

思想症结、 解除求助者精神困扰为旨要的思想关怀活动。 在价值观的树立与思想问题的引导中, 主

阵地、 主渠道的思想政治教育和 “思想咨商冶 无疑形成了相辅相成的互补关系。 “思想咨商冶 在主

导教育内容之原则性的基础上, 增加生活内容引导之灵活性, 更利于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和目

的, 也更容易增加其对象的 “获得感冶, 从而增强其实践的时效性。
王建军认为, 真正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价值性、 学理性、 针对性、 趣味性和实效性的有机融

合和有机组合。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要求, 学理性是有效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

理论基础, 但并非越强越好。 关注当下, 关注中国, 针对不同人才开展不同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
是有效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必然要求。

洛阳师范学院教授雷骥认为,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从人的主体性入手, 重点关注教师的为我性

与学生的为我性如何相互契合、 同向同行, 形成主体情感亲和力和人格亲和力, 进而转化为思想政

治教育价值亲和力和政治亲和力, 引导大学生真心喜爱、 自觉认同、 乐于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四、 互联网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上海师范大学吴宁教授认为, 顺应互联网时代的变化、 把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 增强

马克思主义的网络防御能力对于确保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在互联网时代, 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权建设面临挑战但同时也存在机遇。 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权

建设与互联网相结合, 借助互联网来进一步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权可以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话

语权的深度与广度。
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黄蜺教授认为, 全媒体时代, 媒介形态的整合创新在推动思想文化交

流的同时也加剧了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激烈碰撞。 要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支持巩

固功能、 引领控制功能、 批判维护功能和整合凝聚功能, 通过建立全媒体话语传播体系, 整合丰富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内容, 转换话语表达方式, 强化社会主义文化主导权, 进行目标话语输出

等途径, 巩固全媒体语境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地位, 促进其功能的有效实现与充分发挥。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编辑部张宝君教授认为, 大数据时代, 规模化与个性教育协同共促已成

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业态。 我们要在共同面对问题的基础上, 坚持 “问题冶 为要, 发挥大数据对

思政课改革与发展的新动能作用, 促进两者的有效嵌入、 耦合, 进而发挥其 “聚合效应冶。

(作者单位: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高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中国政法大学])
(编辑: 张摇 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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