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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与思想 

  政治理论课支撑关系研究 

——基于 45 所高校的实证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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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矿业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学院，北京，100083） 

摘要：通过对 45 所高校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现状的问卷调查，试图探讨以良好的马克思主义

学科建设平台来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有效性。研究表明只要善用学科建设平台，加强学科建设，在思想政治理

论课中充分显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精神和最新成果，增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政治学术性，就能增强思想政治理

论课的有效性，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政治教育功能，更好地培育出实现中国梦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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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
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
分析世情、国情、党情、民情深刻变化的基础上，
第一次明确指出“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强调“使党的理论和实践始终体现时代性、把握规
律性、富于创造性”[1]。在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深
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
征相结合，在实践创新中不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
主义时代化进程意义重大。相比其他学科，思想政
治理论课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政治性，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实践密切相关。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主渠道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理应把马克思主义（特
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为其指导思
想和核心内容。全球化使得青年学生在思维方式、
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心理状态上呈现出诸多新的
变化，遇到许多新的思想困惑和认识问题。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

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
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 [2]。
然而，当前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却一定程度上远离
生活、远离实际、远离学生，缺乏强劲的吸引力和
感召力。为此，本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为
平台搭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有
效性的互为支撑，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政治教育
功能，更好地培育出实现中国梦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二、基本思路与调研数据概要 

1.基本思路 

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国
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为脉络，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
合的方法，着力探讨以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为平台
搭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当代思想政治理论课的
有效衔接，让两者形成相辅相成的发展路径和支撑
关系。研究紧密围绕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时代
化的核心和主题，注重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义考察
与现实比较，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在思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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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论课中的体系指导和内容支撑，以及思想政治
理论课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宣讲研讨与青年学
子的培育使命。 

2.调研数据概要 

“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关系
研究”是新形势下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
临的一项重大课题。如何依托学科建设，深化教学
中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稳定和提升政治理
论课教师队伍，培育具有较高思想政治素养的学生
是亟待研究的难题。在本研究中，共调查了 45 所
高校，其中中央在京高校 22 所，北京市属高校 23
所。在谈及马克思主义学科与思想政治理论课之间
的对应关系时，73.3％的教师认为存在明显对应关
系、两者之间应互为支撑（表 1）。因而，以马克思
主义学科建设作为平台来探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与当代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有效性是十分必要和重
要的。 

表 1  马克思主义理论二级学科与 

    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应关系 

 频率 有效百分比（%）
明显对应 33 73.3 
一定对应 10 22.2 
不对应  2  4.4 
合计 45 100.0 

三、研究发现 

1.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当代思想政治理论课

的内在契合 

（1）马克思主义是当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
的指导思想。尽管世界各国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形
式多样，但其在任何国家都具有独特的重要性，这
必然要求其主导思想是该国或民族的主流意识。马
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中国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不断发展的“法宝”，逐渐内化为当代中国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的教育实践告诉我们，坚
持社会主义世界观、人生观教育，是培养社会主义
栋梁之才所不可或缺的，要求我们在新时期仍然要
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扎扎实实地进行下去，才能
使青年学生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有清楚地认识，
才能培育出实现中国梦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因
而，马克思主义必然要成为我国当代思想政治理论
课的指导思想，由其指导着培育一代又一代具有马
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并善于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来

解决现实问题、开创新天地的青年才俊。这不仅是
国家层面的认识，也是社会的普遍共识。如，当问
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否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具
有基础性指导作用”时，97.8％的教师表示赞同（表
2）。从“学科对应关系”的问题中可以看出，95.5％
的教师认为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理论课之间存
在明显或一定的对应关系（表 1），他们认为马克思
主义不仅具有学术性，更具有政治性，是学术性与
政治性的统一。因而，马克思主义必须贯穿于当前
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 

表 2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思想政治 

理论课之间关系 

 否 是 
系 统
缺失 合计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
否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具
有基础性支撑关系 

1 44 0 45 

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核
心问题是马克思理论学
科需要研究的问题 

19 26 0 45 

（2）时代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当代思想政
治理论课的核心内容。马克思指出：“一切划时代
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
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是时代
变迁的产物，它必然带着时代的烙印。如果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上讲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是陈旧的，
不能紧跟时代热点，阐述时代前沿，势必将使马克
思主义在青年学生中逐渐失去强大的影响力与号
召力。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堂上要不断用时代化了的
马克思主义来主导课堂，用富有时代气息的鲜活的
马克思主义话语，阐述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
的普遍规律，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最新
成果，立足当下，解读历史，展望未来，学会同不
断变化发展的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来理解和解决
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 

（3）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
大讲堂和主阵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鲜明的
政治性，即通过宣讲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及其时
代化成果，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系统扎实的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教育，保障其健康成为实现中国梦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如，75％的被调查教师认为思想政
治理论课的政治目标性较高或很高（表 3）。通过借
鉴当代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最新成果，让青年学生
理论研讨和实践把握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精神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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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义不容辞的责任。思想政治理
论课是青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 

表 3  您所承担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目标的 

政治明确性程度 

 频率 百分比(%) 
较低 3 6.7 
一般 14 15.6 
较高 16 35.6 
很高 14 31.1 
系统缺失 5 11.1 
合计 45 100.0 

2.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有效性不足分析 

（1）高校缺乏完善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平台。 
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对于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地
位、学生中的影响力和社会中的渗透力意义重大。
但在所调查的 45 所高校中，无博士点的达 64.4％，
无硕士点的达 31.8％，而且这 64.4％的高校大多是
重点高校，意味着一般高校更是存在学科建设不
足，这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主导意识的地位不相
匹配。当问及“目前各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各二级
学科的研究方向设置情况”时，有超过 30％的教师
认为不规范或不清楚，认为规范合理的有 7%、系
统缺失的有 4%、较为规范合理的有 62%。在进一
步追问“为什么缺乏规范合理性”时，45.7％认为
是考虑到招生与就业问题。也就是说，作为我国主
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上并无较好的美誉度
和就业力。甚至有 31.7％的高校的马克思主义二级
学科研究方向设置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本无关。 

（2）高校缺乏有力的马克思主义学科与思想政
治理论课衔接机制。发现众多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科建设平台未能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依
托，形成学科建设和政治理论课建设“两张皮”的
现象。如学科当初设在了人文、政治学、公共管理
等学院，而马列课教学的二级机构设置时学科点并
没有带出来。师资建设上，政治理论课教师即使和
其他学科教师同在一院，但是缺少承担学科建设任
务和担任研究生导师的机会，形成一支纯“教学
型”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由表 4 可知，在马克思
主义理论学科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师资上“两支师
资队伍各自承担和师资来源比较分散”占 35.6％。
在思想认识上，有的高学历高学位教师认为，“自
己是学术型教师，以讲授专业课为荣，认为思想政
治理论课不是学问，把讲授政治理论课作为一种负
担，甚至羞于承认自己是政治理论课教师。”另有

教师认为，“长期讲授马列课，思维、方法已经形
成定式，满足于完成政治理论课教学，不愿再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专业问题。”这两类教师都主
张应当“分而治之”。 

表 4  贵校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和思想政治课 

建设师资队伍情况 

 频率 
有效百分比
（%） 

两支师资队伍各自承担 13 28.9 
一支师资队伍共同承担 29 64.4 

师资来源比较分散 3 6.7 
合计 45 100.0 

（3）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平台未能完全体
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精神。高校马克思主义学科建
设相比我党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实践，表现出一定的
滞后性。比如，高达 78.6％的高校普遍缺乏国外马
克思主义的专门研究人才，这对于了解国际马克思
主义动态，批判或吸收其最新成果，深化国内马克
思主义研究极为不利。也有将近一半的教师认为本
校的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与历史学近代史专
业重叠、区别不大。61.9％的高校存在马克思主义
研究队伍的分散薄弱问题。65.1％的高校缺乏对教
师进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最新成果的全面系统的
培训（表 5），师资和教材上的不足使得学生运用马
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来理解和处理“过去的”、
“现在的”和“将来的”事情时缺乏有力的依托，
更何谈学生领悟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精神。 

（4）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未能及时吸纳马
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最新内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重
在解决时代问题。但在调研中虽然发现有 97.8％的
教师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对思想政治理论课
具有基础性的支撑关系，57.8％的教师赞同思想政
治理论课中的核心问题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
科需要研究的问题（表 2），89.7％的教师认为要以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来推进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改革，但在现实思想政治教学中，61.4％
的教师认为当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存在教条
化、空洞化等问题，教师中高达 74.4％的人认为现
有思想政治理论课脱离社会实际、没有体现马克思
主义时代化的精神和吸收其最新成果（表 5），这意
味着一半以上的教师被无形的排除在用自己在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中的经验和成果建设马克
思主义之外，也表明大部分教师不能及时地阐释消
化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可见思想政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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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课的教材建设和讲授上并没有抓住马克思主义
时代化的要义，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材建设存在滞
后性，落后于党中央马克思主义的探索步伐。 

表 5  关于马克思主义学科与思想政治理论课 

建设情况 

 

不
存
在
问
题 

问
题 
突
出 

问
题
不
突
出 

系
统
缺
失 

合
计 

高 校 普 遍 缺 乏
国 外 马 克 思 主
义 专 业 的 研 究
人才情况 

1 33 8 3 45 

近 现 代 史 基 本
问 题 专 业 与 历
史 学 近 代 史 重
叠，区别不大 

1 18 21 5 45 

马 克 思 主 义 理
论 学 科 科 研 队
伍分散、相对薄
弱 

3 26 13 3 45 

对 教 师 缺 乏 系
统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时 代 化 的 最
新成果培训 

2 28 13 2 45 

马 克 思 主 义 理
论 研 究 中 存 在
学风问题，如教
条化 

2 27 15 1 45 

在 马 克 思 主 义
理 论 研 究 中 存
在 理 论 脱 离 实
际的空谈现象 

1 32 9 2 45 

对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的 把
握 和 讲 授 差 别
很大 

2 17 22 4 45 

3.提高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有效性的路

径分析 

（1）搭好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平台，做好马克
思主义时代化的“三进”工作。深化马克思主义时
代化的理论研究与系列工程建设，建立高校专项团
队和基金以扶持和开展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理
论课之间的研究与教学创新，使思想政治理论课中
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从而为广大学生所喜闻乐见、易于接受。在思想政
治理论课中着力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来回答现实问题，并指导学生取得实践成果。加强
思想政治课的课程设计与教材选编，实现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及其时代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进“马克思
主义”教材，进“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课

堂，实现“马克思主义教材”和“当代社会思潮课
堂”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此外，启动师生专题科研
活动，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精
神与成果的吸收，努力使思想政治理论课跟踪时代
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达到使马克思主义
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进课
堂、进教材、进头脑”。 

（2）增强青年学生的主体意识，培育其责任感
和使命感。习总书记指出，“行百里者半九十。距
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近，我们越不能
懈怠、越要加倍努力，越要动员广大青年为之奋
斗”[3]。青年肩负着民族的未来。因此，要增强大
学生的主体意识、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思想
政治理论课要向学生输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
让学生知晓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马克思主义。但
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简单灌输已行不通。
因此，要讲究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艺术性、科学性、
针对性和实效性。思想政治理论课富于思想性，教
师要给学生广阔的思维，根据学生的所思所想加以
正确引导，使其提高自我认识、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 

（3）增强教师马克思主义时代精神，并发挥好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主导作用有关研究表明，思
想政治课“教学效果的实现取决于教师的综合素
质及学生对教师的认可程度。只有当教师用自己的
个人魅力、高超的教学水平征服学生时，学生才会
心悦诚服地接受来自老师的教育”[4]。学生对教师
的认可和喜爱对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起着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帮助学生把
对成才的向往内化为责任和自觉。因此，马克思主
义理论课教师的理论修养和时代精神是实现马克
思主义教育改革与创新的关键。有关部门要切实抓
好师资队伍建设，从政策导向、机制配套、制度规
范诸方面保障选配好、培养好教师，建设一支让党
放心、让学生满意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自身一定要明确肩负的使命和
职责，努力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高、知识基础
宽厚、师德修养好、富有人格魅力和亲和力的好教
师，努力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着力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引领大学生思想，着力回答大学生关心的
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4）强化社会实践，实现马克思主义由理论话
语向实践话语的转化。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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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实现马克思主义由理论话语向实践话语的转化
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中的
时代诉求[5]。思想政治理论课注重社会实践，通过
实践教学这一环节，使学生能运用所学理论去观察
和认识社会，在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中受
教育。同时，网络时代拓展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
空间，由以往单纯现实世界变为更加广阔的虚拟空
间，网络环境正深刻地改变着当代大学生的思维方
式、学习方式和生活方式，影响着大学生的人生观、
价值观的发展，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提出了新挑
战。因此，在教学实践中，我们还应从现实空间向
现实与虚拟空间相结合转变，增强学生正确的网络
实践，取得思想政治教育在更广阔范围的主动权。 

四、结  语 

思想政治理论课与马克思主义的天然联系要
求我们不断审视思想政治课中的马克思主义时代
化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思想
政治理论课的指导思想和核心内容，思想政治理论
课的有效性取决于其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时代化的
吸纳程度。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和研
究创新的“显示器”和“助推器”。两者相辅相成，
互为一体。以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为平台来推进马
克思主义时代化与当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有效 

性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视角。只要我们充分利用好
这个机制，加强学科建设，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充
分领悟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精神和最新成果，并通过
思想政治理论课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精神与
内容实质，就能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有效性，提
升思想政治理论课这门政治性十足的课程能够更
好的培育出具有马克思主义精神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确保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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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Mutual Supporting between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Marxism and the Cours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 Based on the empirical survey of 45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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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Marxism and the status quo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n 45 universities, the paper tries to discuss how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with the platform of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Marxism. 
The study shows that it is essential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platform of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Marxism, run 
through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with the Marxist spirit of the times and the latest achievements, 
and improve politically and academically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Education. We believe that it can 
better cultivate socialist builders to achieve the China dream by br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a role of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a full play.  
Key words: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Marxis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socialist core value; 
China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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