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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新背景下，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还在受着
其他国家，特别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挤压，极大的降低
了我国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威性。甚至不利于我国马克思主义意
识形态话语权的有效建构，为我国今后的国家制度发展带来了
阻碍，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为此在新时期、新背景下有必要争夺国际上的话语权，提
高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权威。笔者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新时
期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较量存在于诸多方面。包括意识形态话
语权的斗争以及科技和军事上的比拼。西方国家一直认为自
己的主义思想是具有一定优势的，仗着自己在科技领域及经
济领域发展的优势，潜移默化的渗透着自己的价值思想，甚
至诋毁马克思主义，试图对我国进行文化殖民，侵蚀我国公
民的价值思想。

3、新时期转换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意义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是培养高素质人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关键课程。青少年是人生的起步阶段，需要全社会以及
各院校教师精心引导和栽培。为了实现我国经济文化的可持续
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高校思政课程应当进一步强
化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
生观，并以三观作为主战场来抵制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渗透。
进一步提高高校思想政治课堂的教学效果是近些年来各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者以及学术界和教育学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
如何运用强大的真理感召大学生，使学生更好的接受思政课堂
的教学内容，进一步提高学生对于思政课程的认可度是我们现
阶段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有必要实现马克
思主义话语权的转化，将思政课程作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转化
的主阵地。　　

4、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转化的困境
4.1 面临着多元文化和思想的巨大冲击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文化的全球化特征也凸显出来，

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交往愈加频繁。一方面希望资本主义国家
充分利用人道主义外衣不断的对马克思主义数字思想进行统
计，是政治在文化交往过程中大肆传播资本主义价值观。深入
的调查研究，笔者发现现阶段希望节日文化产品正逐步更深于
我国的土壤，侵蚀着广大青年的价值思想，导致享乐主义和拜
金主义思想在青年大学生中盛行。另一方面在网络时代下一些
无良媒体，为了追求高点几率，提高自身铁子的热度，不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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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来说，意识形态话语权是一种政治性权利，是统
治阶级的思想实现统治地位的重要彰显。随着社会的发展，国
际竞争的日益频繁，意识形态的争端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在世
界范围内各种思潮起伏，纷繁激荡。一直以来我国都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坚定理想信念，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人民最好
的选择。在新时期、新背景下出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可以说坚持习近平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此，有
必要明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的理论逻辑和现实逻
辑，进一步提高我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政治地位，使我国获得更
多的话语权。

1、话语权相关概念
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应当反映新时

代的主要特征，并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实现马克思主义
在 21 世纪的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态话语权的内涵，在新时
代背景下得到了丰富，大致分为两方面内容，一是理论逻辑，
二是现实逻辑，这两方面内容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是有机
结合在一起的。
    首先，从理论逻辑角度来说，马克思认为统治阶级的意识
形态决定了统治位置的价值观思想。新时期，社会生产环境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意识
形态的改变，在新时期下，如何更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意识
形态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我国在新时代下争夺意识
形态话语权必须要思考的问题。新时代意识形态的建立是马克
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所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应当深入的理
解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全面把握，只有这样才能够与时代发展相
契合，并将我国大国优势充分的发挥出来，为世界和平、全人
类可持续发展作出我国应尽的贡献。

其次，现实逻辑。伟大导师马克思认为，意识应该能够反
作用于社会意识，为社会意识发展提供指导。从本质来说意识
形态是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需求结合在一起的思想。在新时期、
新背景下，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特别是西方意识形态，
一直在尝试采取不同的方法，侵蚀我国公民的个人思想，为我
国国家事业埋下安全隐患。正因如此，有必要实现马克思主义
意识形态话语权在国际上的地位，并赢得其他国家的尊重。

2、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现状
     话语权的争夺是现阶段国际交往的最主要特征之一。在新

王鲁玉

（宁夏师范学院   宁夏固原   756000）

DOI: 10.18686/jyfzyj.v2i11.31683



2020【2】11 2 卷 11 期 ISSN:2661-3573(Print);2661-3581(Online)

基金项目：宁夏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 年思想政治

教育教学改革专项

参考文献
[1] 孙冲亚 , 高福进 . 革命文化认同的逻辑、挑战及其推进路径 [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20,(02):18-25+107.
[2] 龚春燕 . 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转化研究 [D]. 西南大学 ,2018.
[3] 李春梅 , 邬江 , 汪微微 .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现途径探究 [J]. 领导科学论坛 ,2016,(15):81-82+85.
[4] 袁三标 . 从话语权视角看国家意识形态的现代性转化 [J]. 党政论坛 ,2007,(07):10-12.
[5] 袁三标 . 从话语权视角看国家意识形态的现代性转化 [J]. 理论导刊 ,2006,(12):27-29.

事实进行歪曲获得经济利益。不仅如此，在新时期新背景下，
书面阅读已经不再是人们获取信息，提升自身个人素养的第一
选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用微信和微博获取信息，这些舶
来文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我国国民事业的拓宽，但也加
大了文化自卑感，不利于国民树立文化自信心。
4.2 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转化缺乏创新
众所周知，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品质，但由于语

言不同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再次研究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往往变得非常困难，难以实现深入的研
究。如果不能够做到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更不用
说对马克思主义原理进行转化了。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研究
者为了能够进一步提高宣传效果，利用了网络语言对马克思主
义进行转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话语体系向庸俗化方向发展，
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的号召力和对广大大学生的吸引力。
4.3 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降低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大学生学习和交往获取知识的

主要平台变成了网络空间。可以说网络时代的到来，一方面拉
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帮助广大高校大学生实现了更好的知识
储备，进一步拓宽了学生的视野。但与此同时，一些不法分子
也开始利用网络传播的空子，利用大学生自控能力差以及猎奇
心理严重的特点对其宣传违法负面思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趁
机介入美剧等宣传形式的外衣，对学生进行资本主义普世价值
影响，也在一定程度降低了马克思主义在网络环境下的意识形
态话语权。

5、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转化的路径
      笔者通过长期的调查研究与实践认为，想要实现马克思主
义话语体系的有效转换，最好的方法就是以思政课作为主阵地，
培养学生的坚定立场，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及
价值观。
5.1 从教师角度来说
作为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教师应当让思政课程有温度

并有深度。思政课程教师自己也要坚定自己的政治立场，对马
克思主义充满信仰和情怀，进而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广大教

师上课时应当做到为人师表，将立德树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的首要目标，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帮助学生在夯实专业基
础知识的基础上，为学生埋下正义以及自信的种子，将学生潜
在的学习动力充分的激发出来，为广大学生开启真善美的心灵
之门。思政课教师应当摒弃以往落后的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充
分发挥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使学生尽可能的动起来，了
解意识形态的发展规律，使思政课堂充满趣味性。
5.2 实现思政课程教育课程改革
想要进一步深化高校思政课堂教学改革，应当做到以下几

点：首先，高校思政教师应当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其次，应
将思政理论课程设定为为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以及立德树
人的重要学科，进一步提高思政课程的地位，搭建科学完善的
思政课程教学管理机制，完成顶层设计，深化思政课程教学改
革，以制度化引导思政课程教学改革。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话
语的转化和深入的阐释，笔者认为高校思政课程教师还应当进
一步丰富教学形式，不断探索思政课程教学的新路径。对于西
方国家意识形态的渗透以及文化影响，思政课程教师应当坚守
自己的定位，有效避免课堂教学过于随意化，要抵制西方国家
意识形态的渗透。
5.3以学生为教学主体，进一步提高学生对思政课程的满意度
思政课程的教学不应以理论教学为主，应当做到理论与实

践结合。为此思政课程教师应当充分利用社团以及宣讲活动，
来提高高校思政课程的时效性，使学生在课堂所学到的理论知
识在社团活动以及宣讲当中能够有所践行。除此之外，对互联
网络也不应当谈虎色变，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引导学生发现
问题和分析问题，使学生能够在不断发现的过程中得出结论。
从本质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传播应当做到以人为本
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向老百姓传播，因此教师应当改变一
味的灌输式教学模式，要使课堂氛围变得生动灵活，将理论同
实践结合在一起，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