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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新和实践 
杨斌 

（新疆政法学院  新疆图木舒克  843900） 

摘要：从高校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到高校在实践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再创新，均对高校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本
文概述了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大学的开展现状，进一步总结了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实践，阐明了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
理论的创新，以为高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再创造提供可行性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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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教育部提出在高校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要求伊

始，到高校正式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对于高校而言，夯
实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强化其指导地位，并从理论研究到
学科建设上，全面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教材和课堂，最终为推进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提供有效依据。高校马克思主义哲
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学科的核心组成部分，对其大加实践并加以创
新，对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意义发挥提供了可能。现就高
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新和实践阐述如下： 

1、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大学的开展现状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大学里的必修课，在当下的公共政治课建设

范畴中，以社会经济学分析手段，擅长于用矛盾冲突的观点分析社
会中利益存在冲突的社会群体。马克思哲学的原动力中，对解决阶
级间的冲突，以客观掌握支配规律，在阶层冲突分析中为社会经济
变迁提供哲学思维和实践支持。 

高校作为青年才俊的聚集地，培养的大学生大多具有思维活
跃、个性张扬、对新的思想文化接收速度快的特点。然而当下受网
路化信息时代的深化，社会层面不良思潮和外来文化的负面影响，
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进一步下降，与此同时，当下面临的情
形也更趋于复杂。马克思主义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在此背景下大大削
弱，也由此引发大学生思想混乱和价值观偏颇。基于此，高校为应
对新形势，有必要对现阶段的问题既要解决，更好地应对新挑战。
也由此，通过强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理论教育的深入发展，细化
高校做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教育工作。 

既往的教学中，受高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视度不足影
响，导致注重教学内容、忽视教学观念提升，教学手段和方向乃至
教学手段不足。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要求在实践中，树立
高校育人的价值，解决教学环节的诸多问题。 

2、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实践 
首先，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断创新，衍生了绵延至今的思

想解放；持续不断的思想解放，推动了改革开放实践的不断推进。
因新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实践中的创新性做法，对人们解除禁锢，在
理论指导下不断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提供了可能，也为新经济
建设方针政策的确立提供了鲜明的例证。中国的大学以“兴学强国”
为基本使命，又是新时期中国大学对自己使命和功能的再认识中国
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实践中，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性效果，
并把自觉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贯穿到具体的教科研当中。高
校落实立德树人环节，有必要将马克思主义教科研和社会建设发展
相融合起来，实现对知识的再创造、更好地服务国家。 

再者，高校坚持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综合改革，并将学术发展、
内涵建设、提升质量和较差融合作为其发展的主线、根本、重点和
动力。高校在学术精神上，还以兼容并济、创新发展、有容乃大、
尊重差异及其开放融合等作为营造良好学术生态，打造极富哲学社
会科学的学术品牌。在已经出台的精品成果培育计划中，以鼓励创
新、理论创新，促进高校质量发展，勇于实践探索等作为中长期规
划，并对科技成果予以追溯和补偿。最终在中华文化的传承和服务
国家战略发展中，独树一帜。 

第三，在学科发展的维度，马克思哲学在教育层面的研究逐步
规范、整体。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设立重点马克思主义
学院，加强思政课教学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从高速发展
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一方面，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翻译出版一系列著作，总结中国经验。在不同世界的思想文化交流
中深入学习，彰显新时代中国独特的价值和魅力。深度反思和探索
重大现实及理论问题，着力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解决这些实

践问题、价值问题、政治哲学问题等。 
3、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新 
一则，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不断推

进和丰富发展。加强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21 世纪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研究，站在空间和维度的高度，进一步拓展其理念和发展。
主动应对、积极回应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挑战，抵御错误思潮。全球
化视野下，加强对外传播，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念借助高
校的外宣能力来展现出来。 

二则，高校在马克思主义反思中，对相关领域中存在的具体问
题进行联动，最终有效解决相关现实问题，并构建符合时代特色话
语权和理论体系。深度领会、把握新时代的本质特点和发展趋势。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创新中，提炼与之相关的课题，转变旧有
思维方法，深挖时代脉络，并从中凝练出新的课题。高校思政课环
节，从理论上讲透相关问题，并真正让学生信服，而后在坚持马克
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实践的融合创
新。 

三则，在经验借鉴上，高校要探索以喜闻乐见的语言揭示生活
中的哲学，使哲学从内容到表达都富于时代气息；实现马克思主义
哲学大众化，要确立明确的问题意识，彰显时代精神的精华[1]。立
意高远、内涵丰富，继承和创新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
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办好思想政治
理论课；领会和掌握其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对做好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2]。牢牢把握立德树
人的根本任务，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践的创新融合，坚持畅通课堂教
育主渠道，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注重质量评价；坚持党对
思想政治工作的全面领导，着力破解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瓶颈和难
题，深化思想政治工作以文化人的价值导向，进一步形成合力育人、
协同育人的工作格局，深入推进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守正创
新[3]。优化提升高校马克思主义教学内容，借鉴“个人差异论、满
足需要论、社会关系论和社会参与论”经典受众理论并加以实践；
立足于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长治久安，充分挖掘、用好各民族
共同创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和保护各民族传统文化，去粗
取精、推陈出新[4]。加强高校教师的思政教育工作，是各高等教育
学校加强学生思政教育工作的重要基础和基本前提[5]。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无论在研究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
均得到了大幅度进步，并在新时期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当下的实
践创新中，高校通过在教育教学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研究等，
为高校的思政教育工作提供了理论研究依据。 

参考文献： 
[1] 臧峰宇，朱梅. 从思想到生活: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百

年述要[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1(4):35-43.  
[2] 段刚辉.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重要论

述蕴含的辩证唯物主义[J].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21，42(2):89-92.  

[3] 冯刚. 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守正创新[J]. 上海交
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9(5):31-40.  

[4] 李海波，王玉生. 受众理论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
提升[J].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3(6):151-156.  

[5] 曹娜. 新时代加强高校教师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意义
——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学习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
2021，41(13):后插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