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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民族地区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意义、
特征及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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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民族地区高校加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 , 利于筑牢该地区高校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阵地和促进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

设者和可靠接班人。针对该地区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具有更强的实践性、民族性和长期性，从实施主体、有效平台、

内涵方式三个层面探索适应西南民族地区及其高校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路径。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路径

进入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趋势进一步加快，全国
上下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热潮。相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我国
西南民族地区的经济水平相对落后，基础文化设施也不够完善，
加上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差异等因素影响，我国主流的政治理
念和意识形态对这一地区的影响有所减弱，因此，如何在西南
民族地区尤其是西南民族地区的高校中强化马克思主义教育，
扩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面和影响力，
运用少数民族喜闻乐见各种方式方法加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
新成果的传播，就显得十分必要且非常重要。

1、重要意义

1.1  有利于筑牢西南民族地区高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
态阵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
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而推进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实现掌握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管理权和话语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基础。通过不断提升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西南民族地区的普及程度，让西南民族地
区高校的大学生们认识到要想更有效地解决现阶段民族地区各
类重大问题，就必须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 等等，
这些都有利于筑牢西南民族地区高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阵
地，并对带动和促进西南民族地区高校乃至整个地区的民族团
结与和谐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1.2  有利于促进西南民族地区高校培养社会主义合格
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近些年来，西南民族地区高校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
播的进程中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成绩，对于大学生以及当地居民
群众都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在传播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如忽视民
族地区高校少数民族学生特殊性等问题，导致传播效果打了折
扣。因此，我们必须结合西南民族地区高校民族性特点，在马
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中有效“植入”民族民俗元素，并注意克
服新媒体传播的“碎片化”和“去中心化”，针对西南民族地
区高校师生特点设计具有民族特点的大众化精品，实现马克思
主义宣传教育“大众化”与“民族化”“本土化”“生活化”
相统一，如此才能更有效地提高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西南民族地区高校的覆盖面、影响
面，增强当地高校师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理论认
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这显然对西南民族地区高校培养社
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具有非常重要意义。

2、主要特征

2.1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实践性

从本质上来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过程实际上也是
一个实践的过程，并且在实践中得到了完善、发展和创新。马
克思主义理论经典作家认为自己的理论也是会随着时代的发展
而不断变化的，在不断的社会实践活动积累经验，吸取教训，
从而不断的完善和发展自身理论。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
义理论一直以来都是十分推崇的，并且将其与我国多个社会时
期紧密地联系起来，同时也能够全面地考虑到广大人民群众的
实际工作和生活，总结历史上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将这些
经验教训上升到理论层面，从而更新现有的理论知识，逐步的
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2]。西南民族地区高
校在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过程中，也要切合马克思主义
传播的实践性要求，自觉融入当地群众的实践活动，才能更好
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在西南民族地区有效传播。

2.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民族性
马克思主义实现大众化传播的前提条件便是民族性的特

点，而民族化和大众化实际上是有很多共同之处的，通常能被
大众所理解、掌握并接受的往往也就是民族的东西，而马克思
主义大众化传播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具有很强民族气息。与其他
革命理论一样，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时中国时代特点和中国民
族特色是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来，其中国化的
过程往往也是大众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与中国具体
国情相结合，并为中国各族人民所认同，才能在指导中国各族
人民的社会实践中焕发出其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的力量。在西
南民族地区高校，有效传播马克思主义，必须遵循大众化与民
族化相融的原则，因为想要将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引入民族地区
并让当地大众老百姓接受和认同，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当地
的实情和民族传统文化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提升其生命力，这
样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 [3]。

2.3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长期性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其必然是一个

长期的系统工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前沿的、开放的并且科
学的理论体系，广大老百姓需要一个较长期的过程才能慢慢地
理解并接受它。西南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相对滞后，
给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带来不利影响，让西南民族地区马克
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长期性显得更为突出。为了让西南民族地
区群众特别是高校大学生能够更好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知
识，思想政治工作者就必须要融入当地民族环境，熟悉当地民
族风俗和语言，学会用西南民族地区老百姓和大学生所熟悉的
语言和方式将复杂深奥的理论知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方式展
现出来，这显然也是一个长期过程，要有相应的工作机制和体
系去支撑。

3、有效路径



2021【3】10  3 卷 10 期 ISSN:2661-3573(Print);2661-3581(Online)

教育发展研究 • 40 •

3.1  做好人才队伍的建设工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
播提供实施主体

我党在十七大报告中已经明确地要求了全国各地应更加深
入地做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工作，对于重大的理论
和实际问题应在全面分析和研究后给予科学回答，从而培养出
更多的擅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对于我国西南民族地区的高
校来说，建立一支高素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团队对于更好
的推进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工作是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的。首先，要不断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专业素质，
从而保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实效性。从事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教育工作的教师一定要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
论，对其知识要进行不断的钻研和深挖，同时要具有坚定的马
克思主义信仰，自身更要具备良好的思想道德和政治觉悟，由
于西南民族地区的高校是有着一定的特殊性的，那么教师就必
须结合学校的实际特点来建立更为全面并且兼具多样性和个性
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体系，高校应定期地将教师送到外部
先进地区和机构进行培训，不断提升教师的思政政治素养，对
于教学中的难点和重点问题以及学生们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
题，教师也要有一定的敏感性，不断创新现有的教学方法，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他们更愿意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
其次，对于西南民族地区的高校来说，其在选拔校内辅导员时
也要遵循相应的标准，具体来说是要选拔那些政治素养强、作
风端正并且业务能力强的人才，要从源头上就充分保证辅导员
的专业能力和业务素质，同时高校在内部应不断完善各类培训
制度，做好岗前培训、日常培训和专题培训等工作，同时辅导
员要熟练运用微博、微信公众号、手机 APP 等各类先进多媒体
每段，及时地掌握学生的思想政治动态，从而更好地推进马克
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进程 [4]。

3.2  不断创新校园传播载体，为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
播构建有效平台

西南民族高校要不断创新传播载体，探索新的传播路径，
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元素从“指尖”到“心间”、从文件话
语到民族化、本土化、生活话语的转化，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传播的精准有效。首先，应将各类红色网站的作用充分发挥
出来，用舆论来正确引导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西南民族
地区的各所高校一定要做好本地区红色网站的建设工作，注重

将当地红色文化资源搬到网站上，并采取符合当地民族风俗和
环境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展多样化的宣传传播。同时，
各高校要对现有资源进行科学的整合，在网站上增设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专栏，学校各个部门也要认识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传播的重要作用，协调一致形成合力，共同提升高校红色网
站的宣传传播能力；其次，将本地民族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
元素相融合，着力构建具有西南民族地区特色的校园文化，不
断拓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渠道和阵地。要利用好海报、橱
窗、广播、微信公众号、微博等舆论阵地来做好马克思主义的
宣传工作；要在校内的公共区域和显著位置还应多设置些马克
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名人雕塑和名言警句；同时利用重要节日庆
祝活动中，适时举办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主题活动，营造出浓
厚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氛围，大大提升马克思主义的针对性和
科学性 [5]。

3.3  将西南民族地区资源优势发挥出来，为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传播拓展内涵和方式

首先，西南民族地区本来就是具有很多宝贵资源的，如百
色起义等革命战斗文化、中越中缅等边境文化，以及在历史上
西南民族地区也发生过不少革命历史事件和产生了许多的英雄
人物，那么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进程中，西南民族
地区高校要善于利用好这些宝贵的红色资源，大力开设“红色
教育”课堂，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进行宣讲，进而激发当
代大学生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之情，提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
播的内涵；其次，结合本地区的民族传统文化完善马克思主义
的大众化传播方式，注意和善于就近利用当地民族文化资源，
特别是将本地区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旅游景点与马克思主义
理论结合起来，将马克思主义一般呈现方式转化为具有本地区
少数民族习俗和语言特点的呈现方式。只有在宣传马克思主义
理论时就可以结合自己的语言和民族特色采取老百姓更易于接
受的方式方法，包括改编为当地群众喜爱的唱山歌等方式，才
能更好地加快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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