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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致用讲理论——记教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彩一课”入选者王培暄副教授 
2008-06-24

  2008年5月23日，由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组织评选的首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精彩一课”入选名单正式公布。

我校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王培暄副教授名列其中，成为我校第二位获此殊荣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王培暄，1990年本科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获学士学位；1998年研究生毕业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获硕士学位；攻读学士、硕士学位期

间，因成绩优异，曾荣获“欧阳藻奖学金”、“世川良一奖学金一等奖”等。2001年起任公共管理学院政治与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先后开设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哲学动态与评论》、《现当代哲学热点问题评述》、《社会调查研究理论与方法》、

《公共关系学》等课程。 

  据悉，本次入选者共8人，所有入选“精彩一课”的教学光盘将由高等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正式出版，教学片将列入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

大委托项目。 

  为深入了解我校思政课授课情况，进一步总结推广我校思政课授课经验，记者近日采访了王培暄副教授。 

 

把学问和现实结合起来 

 

  “做经世致用的学问，把学问和现实结合起来，从而更好地服务社会、回报社会。”导师经济社会学家宋林飞教授的教诲，成为王培暄多

年来授课的基本理念。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本科学习哲学、研究生攻读应用社会学的王培暄深有体会地说：“哲学和社会学是一脉相承

的。”通过认真思考和实践，王培暄在学理上，把哲学的思辨思维和社会学的实证研究结合了起来；在授课中，把哲学理论探讨和具体现实问

题分析结合了起来。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王培暄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这门课具有双重任

务，既要讲授科学理论，又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呢？王培暄不是为价值观而灌输价值

观，而是依托于对价值观所赖以存在的科学真理的认识，变灌输为启发，让学生自己掌握真理，并且让他们沿着真理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科学

理论。做到“价值取向、科学表达”。例如在讲科学发展观时，王培暄先从哲学入手，引导学生理解发展的涵义。同时，他又联系当前的现

实，如让学生自己分析政绩工程，让他们深刻认识到科学发展观是个协调统筹可持续的科学理论。又如，从“矛盾斗争性、同一性共同推动事

物发展”这一哲学原理出发，引导学生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这一哲学概念的深刻内涵，从而帮助学生更深刻地体会到我国当前建设“和

谐社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就这样，王培暄既培养了学生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又帮助他们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上好课需要充足的知识储备 

 

  有着18年执教经历的王培暄，深感如今的学生与以往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由于网络的普及，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增加了，同时也更加注

重展示自我个性。以往填鸭式的教学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如今学生的需要，这就要求教师必须与时俱进地改进教学方式。为此，王培暄非常注重

完善自身的知识储备。“只有有了全面而又深厚的知识积累和底蕴，你才能用知识的力量去感化学生，让学生接受你的理论。”王培暄如是

说。 

  在知识储备上，王培暄认为有三个层次：一是熟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了解东西方传统文化。原因是，马克思主义诞生在西方，如果不了

解西方文化，很难进入西方语境；同时，我们讲的马克思主义又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必须了解东方文化。二是重视与价值观相关的理

论知识。比如心理学、逻辑学、美学、伦理学等有助于帮助学生辨别真伪、善恶、美丑等。三是与具体学科相结合。比如针对理科学生，就必

须知道科学思想史的基本知识，而针对文科学生，就要对具体社会科学诸领域的知识有所涉猎，从而拉近与学生的距离，增强上课时的亲和

力。 

  与此同时，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提高，也对教师的思考能力和思维深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想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创新性的思维视角是

必不可少的。如有学生提出，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会不会过时？对于这一较为尖锐的问题，王培暄有一个新颖的观点：随着中

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本属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一些弊端也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表现出来，而这并不说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过时，恰

恰相反，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离我们的现实生活越来越近的表现，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诞生于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土壤上、并对资本主义制度

进行深刻反思的产物。 

 

根据学生的时代特征改进授课方式 

 

  如果说教育部“精彩一课”的评选结果是对王培暄教学成果的肯定，那么“南京大学浦口校区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的评选结果则是对王

培暄在学生中拥有很高人气的一种肯定。“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是完全根据南京大学学生投票评选出来的，是老师是否受学生欢迎的最直接

的“晴雨表”。在采访中，王培暄对这两项评选结果都深感欣慰。“和学生成为朋友”是他和学生交往的宗旨，课后和课间休息时间，学生经

常会问他一些和课程无关的问题，如美学、电影方面的问题，这既是学生对老师信任的表现，也是一种朋友式的交往。 

  那么，王培暄为什么如此受学生的欢迎呢？最大的秘诀就是根据学生的时代特征改进授课方式。王培暄总结了三种“独门秘笈”：案例型

Copyright © 2007 Nanjing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苏ICP000544
 

校长信箱 广招英才 小百合BBS 校友会 电子邮箱 友情链接 联系我们 公网入口 教育网入口



教学、研究型教学和互动型教学。在案例型教学中，王培暄通过具体案例来讲述理论知识，使学生不仅掌握知识，更学会在现实生活中处理问

题的方法，如与学生一起探讨“人类是否应该为了保护环境而限制科学的发展”等问题，激发学生对课堂案例讨论的兴趣。在研究型教学中，

王培暄限定一个范围，在这一范围内学生可以自行选题进行研究，写成小论文，并在课堂上进行相互交流，让学生进行初步的科研尝试。在谈

到互动式教学时，王培暄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教师心态的调整，真正和学生建立平等的、朋友式的关系。例如在课堂上讲理论之前先从学生感兴

趣的事情入手，渐渐引入理论课题，这一方式更易为现在的学生所接受和喜爱。 

 

  现在，王培暄正在北京学习。他在电话中对学校、公管院、思政部、电教中心以及自己的学生充满无限谢意。“正是学校、院系领导的关

心，电教中心的帮助，同学的配合成就了我的精彩一课，”王培暄补充说，“自己目前虽然攻读的是经济社会学专业的博士学位，但在听专业

必修课的同时，已在哲学系选修或旁听了十余门硕、博士课程。哲学的睿智让我沉醉；哲学系诸多前辈、老师多年来的培育和教诲更让我受益

不尽，感激不尽。” 

                                                                                                     （党委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