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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思潮是反映着特定时代环境中一定阶级或阶层群体的利
益和要求，并对社会生活产生广泛影响的种种思想潮流或倾向。
在社会变革时期各种社会思潮交锋往往表现风起云涌，对社会变
革道路方向以或明或暗的方式争取人心、表达诉求，青年学生
成为社会思潮的必争前沿阵地。当代中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国内外发展环境复杂，种种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呈现着
或同向而行、或同频共振、或逆向而动的浮动态势，许多错误
社会思潮以其思维方式与传播手段的强大欺骗性与迷惑性对社会
大众尤其是青年学生产生着动摇三观、瓦解信念的根本性影响。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在思政课教学中，
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针对种种错误社会思潮的表现、本
质及其后隐藏传播的价值观进行深入分析，以提高学生辨识错误
社会思潮的能力，是提高和巩固思政课教学效果的有效路径。

1　社会思潮辨析的思政课教学路径目标
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

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方法论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成人、成才、成功的“本”与

“元”，瓦解当代青年的马克思主义“本”“元”力量，是形形色色
错误社会思潮的叵测居心。要有效实现对学生的固本培元，就要
使学生具备辨识抵御错误思潮异质侵蚀的思辨能力、意志能力与
行动能力，这是青年大学生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更关乎着国家
民族发展大计，是高校人才培养与思政教育教学的本然要求。

1.1提升抵御错误社会思潮思辨能力，坚定马克思主义根基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本身就是在同各种错误社会思潮的斗争中

不断开辟着前进道路。当前形形色色的错误社会思潮暗流涌动，
“思政课要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用好批判
的武器，直面各种错误观点和思潮，旗帜鲜明进行剖析和批判”

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尤其抓住以历史虚无主义为代表
的错误社会思潮在世界观方法论上巧妙隐藏的逻辑痛脚，揭露其
淡淡然背后的不良居心，论证剖析错误社会思潮如何割裂客观世
界和客观事物的联系与发展，割裂矛盾的对立统一性，割裂主要
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等各个维度的致命问
题，揭露错误社会思潮所持有的世界观方法论的片面性、极端性、
扭曲性与错误性，使青年学生能够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
运用过程中深深扎下本元根基。

1.2提升抵御错误社会思潮意志能力，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信念

当前以新自由主义、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等为代表的
形形色色的错误社会思潮，无论其外在表现形式如何变幻，最终
都会落地到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上，尤
其聚焦在制度层面，巧立名目要求中国全面实行私有化、市场化
与多党制，进而放弃社会主义原则、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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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代中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社会思潮交锋风起云涌，错误社会思潮对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年学生产生着动
摇三观、瓦解信念的根本性影响。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需要直面错误社会思潮，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与方
法，在不断提升青年的社会思潮思辨能力、意志能力、行动能力中，坚定马克思主义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增强报效祖国
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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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错误社会思潮的此项特点，思政课教学应不拘泥于在正
面与表面的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具体内容与形式的批驳中，而
应当从总体上深入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无法逾越的矛盾、问题和界
限，分析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现代
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克服，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强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信心。

2　社会思潮辨析的思政课教学方法思考
20世纪70年代后，批判教育学作为一种教育思潮兴起，并

在西方教育理论界占据重要地位。批判教育学坚持运用马克思主
义的分析方法，它的主要观点是认为由于现实的复杂性，教育
变成了资产阶级为自己生产劳动力的工具，充满了利益纷争与精
神压迫，所以教育是政治的，教育理论所描述的中立和客观在
现实教育中并不具备。批判教育学代表学者阿普尔提出课程霸权
论，将斯宾塞曾提出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这一划时代性
问题重新确切表述为“谁的知识最有价值？”体现了意识形态教
育与社会思潮辨析的重要意义；学者弗莱雷从马克思主义“人的
本质”与实践观点出发，在教学理念与教学方法上提出了“解放”、

“唤醒”的革新发展，对我国教育教学改革与实现教育最终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的目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 　比较教学：深入解读是与非、真与伪、优与劣
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深入分析种种错误社会思

潮本质上难以立足的思维方式与逻辑基点，在马克思主义与错误
社会思潮是与非、真与伪的实在比较中，在资本主义无法逾越的
根本弊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克服资本主义基因缺陷、成为社会
主义发展典范的优与劣的真实比较中，扎实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
义理论根基与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增强投身国家与民族事业的使
命感与责任感。

4　结语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在当前各种社

会思潮动摇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瓦解青年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信念、消解青年学生奋斗意志的动态形势下，思政课教学要通
过剖析形形色色社会思潮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制度主张和人生
观，在提高学生的社会思潮辨识力中不断巩固增强当代青年成长
成才的马克思主义“本”“元”力量，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
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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