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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

产党人的必修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的重要载体，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理论源

头。所以，我们“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

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

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①同时，作为培养社会

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校思政课，其本源和基础也要追

溯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深度有

机融入高校思政课是必要而紧迫的。

1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融入高校思政课的现状

经典著作的研读虽然是专业研究的基本功，但是对于接受

高校思政课教育的学生来说，却并非是必修科目。所以，在多

数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读成为高校思政课有意而

无意地忽略掉的“可选项”。其造成的结果和突出表现主要是

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大多数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读没有多少热

情。很多学生直观地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太过抽象，既深奥

又晦涩难懂，所以直接降低了他们阅读经典著作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还有一部分同学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经典著作，认为只要

学好专业课并顺利毕业和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就足够了。所以，

他们也没有认识到高校思政课在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养

成和培育中的“守门人”这个重要角色，遑论对其本源和基础的

追溯和探究了。

其次，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内容上的丰富性和理论的深

刻性、针对性，导致了即使是对经典著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关

怀的学生不能真正地进入到经典著作的内在世界之中，体会不到

精神收获上的愉悦。这主要是由于对经典著作的历史背景知之甚

少，如果再缺少专业人士的指导，阅读方法的不当会严重地影响

学习效果。一方面，体悟不到经典著作的本真精神和思想魅力；另

一方面，就只能蜻蜓点水、浅尝辄止地对待经典著作，不能恒久

地、持续地下大力气和苦功夫来开展对经典著作的真真切切、扎

扎实实的学习和研究。

第三，个别高校和教师仍然不太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

思政课中的重要作用。最近几年来，对高校思政课的重视程度愈

益增强。但是，由于作为整个思政课根基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和经典著作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所以，在当下的教学安排中，并

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经典著作的精髓和要义全面、透彻

地传递给学生，更别提把学术界最新的理论成果和热点、难点、疑

点也一并带到学生面前。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仍有部分高校变

相压缩了思政课的理论和实践课时。这种做法无疑极大地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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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课的知识传授。同时，部分思政课教师没有系统地学习过马

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经典著作，这直接造成了：一方面对马克思

主义经典著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另一方面，理论阐释需要引经

据典时，捉襟见肘。学生难以适应并且很厌烦这种跨越时空的、裁

章剪句式地论证，也使课堂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2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深度有机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必要性

和紧迫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和传播的

重要载体，也是每位思政课教师必须学深悟透的“看家本

领”。经典著作深度有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主要体

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是夯实构建“大思政”格局的理论基础的必然要

求。在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精神的指引下，要求打

破高校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相互隔绝的“孤岛效

应”，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相向相行、相得益彰，打造

“大思政”育人新格局，是新时代中国高校面临的重要任务。

但是，这一新格局的塑造必须有坚强的理论支撑，而这一理论支

撑必须是也只能是来源于由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淬炼而来的马克

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蕴含和集中体现着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和基础。”②可以说，马

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整个思政课的源头之源头、基础之基础。

其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培根铸魂、化人养心、立德树

人的最佳载体之一。甚至可以说，在知识传授、价值引领和灵魂

塑造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最佳载体，没有之一。因为单

就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来讲，就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了。其涉

及范围之广、之深，称得上是符合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的标准了。而

且，正如其重点指出的那样，“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马

克思主义是以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私有制经济形态——资

本主义社会——为批判对象的，所以，通过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

经典著作，不仅能够确立起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能够看

清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同时也能铸造出“为了人类更

加美好的明天”而永远奋斗这种高尚的道德情操。

再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回击非马、反马等社会思潮和

言论的最有力证据。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思潮日益多元化的时

代，各种思想文化和价值观相互交流碰撞。如何确保马克思主义

在意识形态话语权上的主流引领地位，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和应

对的一个重大问题。虽然我们历来重视意识形态的建设工作，但

是马克思主义在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

的现象确实时有发生。读懂悟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杜绝这种

现象发生的最有力武器。也只有这样，才能有理、有利、有节地

回击像“普世价值观”等混淆人们思想的错误思潮，占据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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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竞争的高地。

最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培养优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人才的硬核材料。新时代的思政课教师要做到政治要强、情怀

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这可以通过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恒久的研读和体悟来加强和做到。同样地，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可以培养学生的哲学思维方式，提升其理

论素养，帮助其建立起“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理论思维”。

因为，优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不仅首先应是一个“专

才”，还应兼具一定的政治素质、理论素养和人文底蕴。而经

典著作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政治素质，使其坚定对共产主义远

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信仰，同时可以涵养其

理论思维和人文底蕴。经典著作可以“激发学生的理论兴趣，

拓宽学生的理论视野，撞击学生的理论思维，提升学生的理论

境界 ”③。

3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深度有机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路径和

对策

在明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必要性与紧

迫性以后，针对当下存在的现状，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

面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高校思政课的有机融合。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入手，打造思政课程的供给

侧改革。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教师是关键。但是，思

政课程难上、难讲，是很多思政课教师的切身感受。解决这一

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要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上，不断深化学理阐释，推动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融通转化，

深刻回答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深度有

机融入思政课教学全程，渗透进思政课教师的血液，进入学生的

头脑，一方面思政课教师要主动、自觉、持续地投入到马克思主

义经典著作的研读之中，不断增进自身的理论修养；另一方面要

建立起“菜单式”的教学配套资源，这里主要指的是，在条件允

许的情况下，要利用虚拟仿真、融媒体、短视频、音频等形式建

立起易于学生接受和学习的系列资源库。

其次，要坚持“优中选优”和合理设计的原则。一个常

识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

义者。所以，并非革命导师的所有著作都是经典，虽然它们对

于思想史研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即使是经典著作，也有场合

和时机因素。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如何“优中选优”和

合理设计的问题了。合理的设计原则应该是：择取那些既能激

发青年学生的道德激情和崇高理想，同时又能体现革命导师的科

学预见和深刻的理性穿透力，还能体现严谨的逻辑之美的经典著

作贯穿于思政课教学。比如像，马克思的中学毕业论文《青年

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所反映出来的伟大的启蒙精神影响下形成

的“为人类服务”这种崇高的伦理激情。再比如，《共产党

宣言》则既有令人澎湃的道德激情，又有极为深刻的科学洞见

和严谨并且极具穿透力的理性论证。其中，最为后人所津津乐

道的，就是马克思关于全球化的科学预见和深刻论证。同时，

虽然马克思作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

论断，但是仍然热情洋溢地盛赞了“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

正是因为这种魅力，毛泽东主席阅读《共产党宣言》不少于100

次。每当他遇到问题时，都会求教于这本名著，并且每次阅读

都会有新的收获和灵感。但是，对于《18 4 4 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这样的著作则要审慎处理。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手

稿》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但它是马克思世界观形成前的“思想

实验”。且不说它是一部未完成作品，极为抽象晦涩，甚至在文本

编辑方案上要以逻辑顺序和写作顺序两种版本供人们阅读。这样

的文本恐怕也会使很多学生打退堂鼓！所以，像《手稿》这样的

经典著作只适合于专业研究，并不适宜于作为高校思政课的重点

考虑对象，虽然其中有很多深刻的思想和结论。

第三，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

作的根本目的在于，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树立科学的世

界观，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回应现实发展中的重大理论挑战。因

此，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融入高校思政课，关键也要看实际成效。

应努力做到：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论

进行新的阐发；结合新的历史实践进行新的理论概括，上升到马

克思主义知识体系和规律性的认识；结合历史和人类文明发展的

趋势提出新问题，努力从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

解决问题。④无论是对于高校思政课，还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治

学者，这也算是一个最高层次的追求了。在理论和实践的互动中，

使二者趋于一致，这也是马克思青年时期就确立下来的奋斗目标。

对于思政课来说，最基本的和初步的目标就是释疑解惑。

4  结束语

最后，要明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融入思政课不是一个一

蹴而就的事业，而是一个长期的工程。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把灯

点亮”，思政课尤其如此。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写就于不同的历史

时期，针对的是具体的社会历史问题，同时还有不同于今时今日

的叙事方式。所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一个长期的、艰

苦的过程。不仅要有数量方面的要求，时间投入也一定要有保证。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能够读得进去，并且读懂、读

深、读透的过程就是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是情感和精

神世界的升华过程，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砥砺和打磨过

程。所以，对经典著作的研读以及与思政课的深度有机融入只是

为青年学生在理想信念、职业道德、工匠精神、奉献社会等能力

的塑造上提供一定的指引和打下一定的根基。当然，对于我国的

高等教育事业来说，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过程。

注释：

①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第 26 页。

②习近平：“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断推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人民日报，2011-05-14（1）。

③孙正聿：《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④侯惠勤：“读好马列经典是博士生的基本功”，《思想理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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