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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如何体现“中国化”特色的探究 
◆董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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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纵观实际，我们发现如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存在很多问题，

如：课堂教学效果不理想、严重脱离现实等等。其中 严重的问题就是

未能充分体现“中国化”特色。因此，本文主要分析和探究了马克思主

义哲学教学如何体现“中国化”特色。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国化”特色 

 

 

在教育体制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以往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无
法满足如今教学发展的需求了。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
的组织者，教师就需要在具体教学中有效体现“中国化”特色，
使学生保持高度的学习热情，给予学生别样的学习体验，增强学
生的主动参与度，从而使他们熟练掌握所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知
识。 

1.有效体现大众化特色 
纵观实际，我们发现绝大多数学生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时，都觉得其抽象枯燥，晦涩难懂，就算是他们花费很多时间、
精力，也是似懂非懂，学习效果依然不理想，时间长了，学生就
会逐渐丧失学习兴趣。但是这也正好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专业性与理论性。要想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学习者就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其既要具备一定的哲学基础，又要具备
良好的哲学素养。众所周知，中国的传统哲学是中华民族精神的
概括和升华，是构成珍贵的传统文化中 具有内涵， 能代表中
华民族智慧的精华部分。但是，由于受地理环境、文化背景等因
素影响，因此，导致传统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存在很大差异。再
加上学生认知水平、思维能力的限制，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
学教学 好是采取大众化教学方式，说白了就是用学生 为熟悉

为喜欢的语言、事物、方式讲授相关知识。作为马克思主义哲
学教学的引导者和组织者，教师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与现
实生活紧密相连，以一种直观的方式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
帮助学生更好的消化和掌握，在这个过程中，确保语言的大众化、
通俗化、易懂化才是 重要的。例如：在讲认识运动的基本规律
内容时，教师可以采用学生 常见、 熟悉的大海波浪前进，帮
助学生直观形象地了解到运动是曲折、前进的，可以采用“学会
骑自行车”等生动趣味的语言讲述对立统一规律的方法论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采用大众化的语言，既能使学生保持高
度的学习热情，又能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记忆和消化，增强学
生的学习体验，树立其正确的价值观。另外，教师还可以依据学
生实际，有针对性地给学生推荐一些各方面价值都较高的课外
书，如：《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存在与虚无》、《哲学与生
活》等等，目的是增强学生的哲学素养、综合素养，引导学生深
入体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生活两者之间的关系。 

2.有效体现现实化特色 
俗话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

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的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
构原则。理论终究会回归实践，并更好地指导、服务实践。把马
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将会呈现出一幅崭新的面

貌，针对于如今中国实践活动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可以有效利
用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解决，并探索出一条 适合中国发
展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的是理论联系实际，同时这也是
更好学习的基础。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教师必须紧
紧围绕实际问题开展一系列教学活动。例如：如今的国家发展、
社会发展、民生问题等，不仅深受广大社会群众关注，还牢牢吸
引了学生眼球。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引导者，教师必须精
心设计教学过程，如可以巧妙借助相关的理论知识（社会形态、
基本矛盾等），给学生深入分析当代中国的实际发展状况，让学
生了解当代中国的社会定位，如此，才能树立学生坚定的社会主
义信念，帮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和掌握可持续发展观等一系列发
展理念中蕴藏的哲学智慧。 

3.有效体现民族化特色 
马克思主义哲学总结的是一般发展规律，其存在的面很广

泛，具有共同性。但是由于深受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等各种因素
的影响，因此，这就导致各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很大差
异，如民族特色性。同时，这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会被烙
上鲜明的民族印记。当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个不同的国家、民族
融合时，民族特色是 为突出的。其实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不同
国家、民族的优秀文化巧妙融合，会呈现出一种新形式，那就是
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如：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毛
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马克思主义民族化
特性正好为其注入了新的生机。而中华民族要想步入世界前列，
就必须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烙上我们的印记，有效突出教学的民族
化。纵观实际，我们发现中国的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很
多共同性，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个人人生观、价值观等，能
够有效弥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不足。因此，在实际的马克思主
义哲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有效选取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精髓，
同时紧密结合经典名作、优秀传统文化等，帮助学生深入挖掘、
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如：可以用以下名言：“非学无以
广才，非志无以成学”“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鸟
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
读书迟”等，树立学生正确的三观观念，以及民族自豪感、自尊
心和自信心，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结束语：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对学生的成长和发展都具有

至关重要的意义。在素质教育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必须
与时俱进，树立新型的教学理念，采用新型的教学方法，构建高
效课堂，有效体现“中国化”特色。如此，才能奠定学生更好发
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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