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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讨会在我校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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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13日，2019年全国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讨会在校举行。会议主题为“新中国70年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

践”。来自全国5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50多位专家学者，《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理论教育导刊》《马克思主义理

论学科研究》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等学术期刊参会。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和我校共同主办，中国

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研究部和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

中共黑龙江省委教育工委委员、副巡视员董成，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樊建新，校党委书记高

岩，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兼统战部部长吕冬诗出席开幕式。党委副书记杨冶主持开幕式。

高岩表示，学校重点服务国防建设和船海核领域国家战略需求，是“三海一核”领域重要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

地，形成了“以祖国需要为第一需要、以国防需求为第一使命、以人民满意为第一标准”的价值追求。作为一所有着优良

传统和红色基因的大学，学校党委一直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近年来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讲话精

神，把建好建强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学校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并专门出台了《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方案暨马克思主义理

论一级学科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采取一系列超常规举措，推动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思想政治理论课

建设跃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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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成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黑龙江省教育事业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不断加强。省委十分重视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多次召开专门会议，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规划、马克思主义理

论学科建设规划和卓越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培养项目，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最突出的

经验即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四进四信”专题教学，作为全省高校思想理论建设和师生思想政治引领的

基础工程，持续发力，深入推进，探索了龙江途径，取得了良好成效。研讨会为全省高校提供了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对

全省思政教育学科的发展和建设具有积极作用。

樊建新在致辞中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高校建设和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

内容。新中国成立70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体制机制不断

完善、队伍建设趋于专业化、人才培养成绩斐然。这一切成就的取得，根源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全部理论成果，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思想基础。站在新时代新起点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读时代，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

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在改革中守正出新，实现学科的不断超越和发展。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央党校韩庆祥教授在主题报告中，以“意识形态建构：感性与

理性”为题，指出西方对中国的持久影响首先是思想理论的影响。他表示，理论的力量只能用理论的力量来摧毁，我们必

须建构中国自己的理论。理论的力量最关键在于练好意识形态的内功，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建设。要用思想讲政

治，马克思是用思想讲政治的典范。

教育部思政司原司长、北京师范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院院长冯刚教授以“新中国70年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经

验启示”为题，从文件沿革、领导架构、党建会议等方面看，保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正确方向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



导。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必须以党的创新理论为引领；围绕“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等人才培养中心环节，必须科学把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定位；关注时代变化特征，

必须不断满足学生成长的需求和期待。

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书林教授以“深入总结70年经验，牢牢把握思想政治

教育的发展规律”为题，提出世界观的学习和改造，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全局的根本性的问题。当前，学校的思想政治教

育和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要永远守好这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阵地。思想政治教育应长期坚

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主旋律不能动摇，要长期保持对错误社会思潮的研究和批评，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

对性、亲和力、渗透力。

中央马工程首席专家、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研究会会长、东北师范大学田克勤教授以“新中国70年思想政治理论课

课程体系演进历程及其经验”为题，指出新中国70年来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经历了起步和曲折、恢复和重建、持续发

展和完善等三个时期，形成了五大方案。基本经验主要体现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代发展的要求、充分体现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并与之相伴随、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等方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研究部主任余斌研究员以“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和客体”为题，认为从教育

原理的主体概念入手，教育主体应为教育的发起者和实施者；教材并不能成为教学过程的客体，只能作为工具去看待。依

据马克思关于“作为每一个客体的个人”等阐述，也可以把人作为客体来看待；从“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角度，

国家应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需要处理好国家主体与教师主体间“主体兼性”的关系。

大会交流发言阶段，教育部“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哈尔滨师范大学党委常委李庆霞，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

究中心主任高地，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王永友，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辽宁，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刘英

杰，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韩小谦，重庆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徐茂华，新疆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

长闫国疆，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春英，承德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孙凤君，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科

研处刘爱玲，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颖等12位专家学者，分别以“关于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思考”“新

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基本研究取向”“政治底线、理论底子、能力底气：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树人之本”

“论‘四个自信’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如何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一步深入人心”“坚持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基本价值观导向”“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加强青年学生劳动教育的历程及路

径”“历史教育、身份认同与国家安全”“新中国70年对苏联德育模式的借鉴与扬弃”“马克思主义就在你身边”“理想

信念推动青年坚定“道路自信”“马克思主义就在你身边”“如何发现和提炼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等为题发言。

大会编辑交流阶段，《马克思主义研究》编辑部编审张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编辑部主任蒋旭东、《思想

政治教育研究》编辑部主任庞达先后对各自期刊的发展历程、办刊方向、征稿重点选题方向等问题做了详细介绍，并同与

会代表分享了学术论文的写作经验。

在分组讨论和小组代表发言阶段，与会代表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一定要服务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树

立大思政理念，实行课程改革，破除一系列阻碍改革的体制机制；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实现专业化，一些正在处

于转型期间的老师要耐心培育，大力支持；思想政治教育要结合当代历史使命，结合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因地制宜，以立

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树立责任意识，种好思想政治教育责任田等共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部副主任李春华在总结发言中表示，会议对于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思想

政治教育成就与经验，促进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和

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精神，推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彭舸珺做了“2020年全国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讨会”承办单位邀请发言。闭幕式由我校马克

思主义学院院长王景云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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