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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原理》课程教学过程中，这种理论、方法与辨析、阐
释现实问题之间存在巨大的缝隙：一方面是对某些深层次的问
题缺乏回应，比如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转化
为对当前中国社会现实中的自由和正义的回应和阐释。另一方
面对一些现实问题的回应仍旧停留在上世纪的水准，即简单粗
暴的把理论和现实问题之间划等号或划差号，面对“00 后”
出生和成长在互联网时代的大学生，面对前所未有的现代社会
的复杂局面，这显然已经不具深层次的说服力了。甚至这种粗
暴的处理方式，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大学生对经典理论的疏
离感和厌恶感。

而微观缝隙则直接削弱了经典理论自身的严整性和严肃性，
直接影响着当代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认知。微观层
面的缝隙虽然有教材本身以及当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建构本
身的限制，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在逻辑是非常清晰的，
结构是很严整的。但是这种逻辑和结构，如果仅仅从教材出发，
仅从理论阐释本身出发，是不容易被学生所感知和把握的。比
如，学生们都会背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哲学、政治经
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但是这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以及三者背
后马克思主义呈现出的整体性是容易被遮蔽的，学生也不容易
体会和理解到的。最关键的是即便我们在理论上和逻辑上阐述
清楚了，学生仍然无法深入的把握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和资
本主义当代变化以及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逻辑
关系。再比如，在第一章中阐述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过程中
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就是“实践”，“实践在第一章涉及一个必
须说明的命题，但其详尽含义由第二章提供”[1]。如果按部就
班的从教材阐释展开教学，学生对于实践概念的理解肯定产生
错位。总而言之，如果这种缝隙的填补如果只停留在逻辑层面，
就会对学生科学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产生内在性障
碍，进而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产生负面影响。

2、“专题链”的建构及其对填补缝隙的作用
对于这两种缝隙的填补，一个可操作性的《原理》课程教

学方法或者途径，就是专题链的构建。专题链是以教材为依据
所设置的针对性教学专题链条，按照理论与现实互动、教学内
容整合融通两个原则和逻辑，设置相关的教学专题，并形成一
个在对现实问题的辨析中透视基本原理整体性的链条。

专题链的构建——压实《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课程教学缝隙的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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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个在对现实问题的辨析中透视基本原理整体性的链条。以达到在高度严整的把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同时深刻理解马

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缝隙；专题链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后文简称《原理》课
程）在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一定意义上
其余几门思想政治理论课都是在《原理》课程的基础上对其理
论中国化过程的诠释与总结。因此，《原理》课程教学的效果
在某种程度上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整体教学成效有着重要
的影响作用。在当前“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大背景下，高
校《马原》课程教学的理念革新与实践创新探索也取得了相当
的成效，从教学内容设计到教学方式转换都有着深入的讨论和
广泛的探索。但是《马原》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上，仍
旧存在一些教学缝隙。这些教学缝隙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
《马原》课程最终的教学实效。

1、教学缝隙及其产生的问题
对于马原课程的教学缝隙问题，有宏观缝隙和微观缝隙的

区分。宏观缝隙是《原理》课程中的理论、方法与回应、阐释
现实问题之间的缝隙。这是一个持久性的问题，但是在《原理》
课程教学过程中尤为明显，首先《原理》课程的理论性很强，
而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对现实问题的关切度又很高。在教
学实践过程中，大量的学生对于本门课程的首要困惑就是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当代价值问题。微观缝隙是《原理》教材中理论
内容之间的逻辑和结构性缝隙。教材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板块之间在逻辑上
具有相当的严整性，层层推进并前后呼应。但是由于大学生的
知识储备和认知能力的限制，以及部分教师对于马克思主义理
论整体性特征的差异性把握，使得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学生
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和把握极其容易产生结构性的
错解，即无法在三个组成部分之间找到理论逻辑的内在一致性，
从而影响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理解。

宏观缝隙所产生的问题直接导致了经典理论的存在感逐稀
薄乃至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持久存在，这在根本上影响着当前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安全。当前中国正行进在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道路上，面对现代化过程中涌现出的诸多现代问
题，比如深层次的对社会正义和公平的诉求和理解，表层次的
对社会突发、急发的重大事件的评论，还有在直观感知上对现
代美好生活的感受和诉求，都需要理论去回应，尤其是需要作
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辨析，解读，引导。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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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链是基于经典的专题教学法和链条式教学方法基础之
上的融合，即吸纳了二者的优点，又形成了新的结构性优势。
传统的专题教学法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常用常新的一个重要方
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题教学模式，有助于将教材体系
转化为教学体系，突出主题，提高原理课程教学的针对性”[2]。
专题链的建构就是依据教学专题而进行的。但是在专题的设置
上，经典的方式大致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以教材逻辑为依据，
分章节、按概念来进行设置专题。近年来一些教学辅导用书也
大致是遵循这个原则来建构系列的专题。另一个方向是按照社
会特点问题和学生的主要现实关切为资源，整合成若干教学专
题。这一方向因为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也被大多是的老师所采
用。传统教学专题的设置，虽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给予了很好
的照顾，但是在专题之间却缺少一个内在统一的逻辑结构，或
者说在大多数的专题建构过程中，没有把如前所述的宏观缝隙
和微观缝隙的填补作为一个核心的逻辑导向。比如，对教材知
识点进行拓展延伸的专题类，不能够糅合进对现实问题的关注，
大多只是在理论逻辑中开展。同样，以社会现实问题为资源的
专题，少见有教材知识的结构性渗透，大多呈现出就问题谈问
题的现状，呈现出某种程度的专题碎片化。

因此，要强化和提升专题教学法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形
成专题链条。专题链条是依循近年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
过程中一个非常热门的 “问题链”式教学法的基本逻辑展开的。
“问题链教学以学生关注和困惑的问题为起点，紧扣教材中的
重难点，在学生关注点和教材重难点的结合点上精心设计问题，
以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问题链”[3]。在教学专题的设置过程中，
也要有这种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顶层设计”，把专题按照
两个基本原则进行结构化的设置，形成链条式的专题群。

专题链构建的两个原则分别是以填补和压实两个教学缝隙
为目的的。首先面对第一个理论表述和阐释现实之间缝隙，专
题链的设计要遵循理论与现实问题的动态互动原则。这个原则
在过往的教学专题设计中有着广泛的认同基础，即专题设置的
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用理论来回应和阐释现实问题，挖掘和辨析
现实问题背后的理论方法和原则。在这里我们还要提出一个动
态的互动，也即是以学期为单位，要根据新近发生的国际国内
重大事件和社会现象为资源，进行理论与现实互动的专题设计。
但是这里的现实问题资源的选取并不是单一的以热门度、话题
度为标准的，而是要深入地结合第二个原则：教学内容的逻辑
整合和融通原则。这是一个更为内在和基础的原则。专题链教
学法的“链条”线索，就是教材内容的逻辑整合和融通。这一
原则主要是针对解决《原理》课程教学过程中的微观缝隙为目
的的。教材内容的逻辑整合，主要是在教材三个板块七个章节
内容之间的融合。尤其是要重点解决马克思主义三个内容之间
关系的现实阐明，也即是通过对现实问题回应的专题的方式，
呈现出三个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从对现实问题的阐释和辨析
中深刻解释如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走进政治经济学，以及如何
通过政治经济学通达科学社会主义。并在这个过程中向学生展
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特征。不仅如此，还有更为微观的
内容整合。比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部分，对于世界的物质统一
性原理的理解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结合等问题。实践概念在
前三个章节中的贯穿性问题等，都可以通过专题的链条化处理
来实现更为精准的阐释。

专题链的构建过程中，最核心的原则就是依循教学内容的
逻辑整合和融通，最核心的目的也是让学生把握住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整体性和内在一致性。这个问题是过去我们容易忽略的。
本质上，运用一种理论对社会现实问题进行辨析和阐释，最重
要的就是对理论本身的准确理解和把握。否则，引入再多的教
学案例，尤其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分析案例，都不能够在根本
上解决问题。对现实案例的引入和分析，始终只是个例。

3、“专题链”式教学的意义和优势
从对专题链的建构原则可以看出，专题链式的教学方式并

不是完全创新的教学方式，而是根据现在课程教学实践过程中
相对成熟的专题教学法和问题链教学法，进行深度融合的教学
方式。这种融合会带来两个方面的巨大优势。首先，从方式上
相对熟悉，讲课教师不需要太大的学习成本即能够掌握住方法
的核心，学生也不需要太大的学习成本，便能够适应老师的教
学方法。最关键的，这种融合是在原有教学方式的优势基础之
上，进一步的填补和压实教学缝隙。也即是以知识逻辑的深度
统一为链条线索，以现实问题的辨析和回应为基本素材，将对
两个缝隙的解决内在的结合在一起，在让学生整体性地把握马
克思主义真理的同时，深刻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也
只有在理论上说服了学生，在现实问题的辨析和阐释中说服了
学生，才能够真正的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才能够稳固大学
校园中的意识形态安全。

《原理》课程的内容本身决定了这本课程的基本特点：理
论性强、抽象度高、意义重大。这三个特征决定了在这门课程
的讲授过程当中，不宜进行太过活跃的教学方式改革。当前的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探索过程当中不免也出现了一些嘈
杂的声音，尤其是在互联网和多媒体的背景下，一些教学实践
过程中出现了单一向度的满足学生的视听感官需求，忽略了思
想政治理论课本身的严肃性和深刻性。当代的大学生不能被培
养成只会接受“讨好式”教育而不能接受任何“挫折”教育。
学习尤其是大学阶段的学习，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攀登高峰的过
程，任何一门课程都不可能是一笑而过的，必定要渗透进汗水
才能有真正收获的。对于马《原理》课程更是如此。虽然我们
要强调在方法上接近学生，但教学的最终目的是要让学生把握
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这种科学性和真理性是
高度严肃的，是需要付出思维的极大努力才能够捕捉到的。因
此，专题链式的教学方式最重要的作用就在于保证了这种严肃
性，首先这种严肃性来自于对教学缝隙的严谨性。学生只有在
知识的逻辑结构层面弄明白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仅仅
会背教材中的某几句总结，才能够为理解理论打下坚实的基础，
学生只有在回应和辨析社会现实问题当中才能更加进一步的
印证和强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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