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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下发了《关于进一 

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简称 5号 

文件)，该文件是我党在中国进入新世纪，面对新形势、新任 

务的背景下提出的新举措，在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 

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5号文件将“98方案”沿用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简称“两课”)的名称改 

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由7门改为4门。思想政治 

理论课理论体系的基础与学生的基础的矛盾、教学大纲的 

要求与学生的要求的矛盾、理论体系的逻辑顺序与学生接 

受外界信息的逻辑顺序的矛盾、理论体系的思维形式与学 

生的思维形式之间的矛盾都制约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 

量的提高，因此，要贯彻5号文件精神、提高思想政治理论 

课的教学质量，必须处理好这些关系。 

一

、处理好理论体 系的基础与学生的基础的关系 

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教学实践中存在着两个具体的基 

础。第一个是理论体系的基础。理论总是在前人的理论基础 

上，对一定的客观事实进行总结而形成的，理论必具有一定 

的理论基础与一定的客观基础。第二个是学生的基础。学生 

总是从自己的经历、知识与思想基础上理解、接受外部的信 

息。学生的经历、知识与思想状况是学生理解、接受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基础，其基础高低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具 

有重要的影响。 

一 定的理论是一定的实践的反映。学生生活于社会之 

中，他们接受着以马克思主义为主的各种思想的影响，这 

就决定了理论体系的基础与学生的基础具有一定 的联 

系，两者在基本方向上是相同的。但是 ，理论体系是对人 

类历史上有关理论成果的总结 ，是 对人类 历史上一定的 

实践的总结，理论体系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与广阔的实 

践基础。学生虽然生活在社会之中，具有一定的生活经 

验，但由于受到年龄等因素的制约，他们的社会经历、知 

识与思想有一定局限性。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基 

础在深度和广度上远远超出了学生个人的经历、知识与 

思想的基础。并且随着学生的年龄的增长，经历的不断丰 

富，知识的不断增加 ，思想的不断成熟，两者的差距会逐 

步缩小 。 

要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必须处理好这两 

个基础的关系。在教学设计中，我们要从理论体系的基础上 

来理解和把握理论，从这一高度来讲授理论。否则，很难正 

确理解和把握理论。在具体教学中，我们则应充分考虑学生 

的现有基础，从学生的现有基础上来组织教学。因此，我们 

必须从两个基础的统一上来组织教学。具体来说，即在理论 

的把握上，要立足于理论体系的基础；在理论的表述上，既 

要考虑理论体系的基础，又要考虑学生的基础。把学生的基 

础作为教学的起点与着手点，根据学生的经历、知识与思想 

情况组织教学，随着教学的深入与展开，随着学生理论知识 

的增加与思想认识的提高，逐步转移到从理论体系的基础 

上来把握与展开理论，加深学生对理论体系的理解与把握， 

逐步达到两个基础的统一。 

二、处理好大纲的要求与学生的要求的关系 

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教学实践中存在着两个具体的要 

求。一是大纲的要求。每--I'1课都有大纲，对本门课提出具 

体的要求，这是实现教学目的的保证。大纲的要求反映了社 

会的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满足社会对人才的思 

想政治方面的要求，根据社会对人才的思想政治方面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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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组织教学，培养出思想政治素质合格的人才。二是学生的 

要求。学生对于每一门课也有自己的要求，这些要求对于他 

们是否接受课程中的有关知识、思想具有重要的影响。学生 

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要求在一定条件下可转化为学习的 

动力或制约因素 p胃基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符合学生的要 

求，如低于学生的要求，学生就有一种饥饿感；如高于学生 

的要求，学生很可能又会缺乏兴趣与学习积极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根本目的是为社会培养有用的人 

才。学生的目标也是把自己培养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为民族的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因此，从根本上讲，两者的 

目标是一致的。但就现实情况来说，大纲的要求较高，学生 

的要求特别是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要求较低，两者之间存 

在一定的差距。从根本上讲，我们必须以社会的要求、大纲 

的要求为出发点，在具体的教学中又充允考虑学生的要 

求，做到两个要求的统一。具体说来，在教学目的上，我们 

要高要求，但在教学的切人13上，在具体的表述上，又要充 

分考虑学生的要求。随着教学的展开与深入，随着学生的 

思想理论水平的提高，不断增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从而 

不断提高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要求，最终使两个要求 

趋于接近。 ‘ 

三、处理好趣论体系的逻辑顺序与学生接受外部信息 

的逻辑顺序的关系 

教学总是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进行的，但是，在教学实 

践中，存着两个具体的逻辑顺序，我们必须要处理好这两个 

逻辑顺序的关系。一是理论体系的逻辑顺序。思想政治理论 

课涉及多门学科，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每一门 

课的理论体系都具有 自己的逻辑发展顺序。理论体系的逻 

辑顺序是从抽象到具体的，即从抽象的概念出发，通过逻辑 

的展开，逐步丰富，从而到思维中的具体。二是学生接受外 

部信息的逻辑顺序。学生由于受到生理与心理发展的制约， 

容易理解与接受具体的事物，对抽象的概念不容易理解、接 

受，往往是从具体的形象出发，经过一定的思维，形成一定 

的概念，再上升到理论，形成对事物的理性认识，即从具体 

到抽象。如果违反这种逻辑顺序，学生对许多外部的信息是 

很难理解与接受的。 ． 

从根本上讲，要坚持理论体系的逻辑顺序，这有利于提 

高教学质量。但从具体的教学过程来讲，要充分考虑学生接 

受外部信息的逻辑顺序，要根据学生的逻辑特点组织教学。 

要力争两个逻辑顺序的统一，关键就是找准教学的切人点。 

要把社会热点、学生的兴奋点作为教学的切人点，引起学生 

的理论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打好基础。随着教学的展开与深入，逐步展开理论体系的 

逻辑结构，不断使学生了解、熟悉理论体系的逻辑特点，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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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理论体系的逻辑顺序把握理论，从而达到对理论的完整 

把握。 

四、处理好理论体系的思维形式与学生的思维形式之 

⋯问的关系 - 
’ 

教学总是借助于一定的思维形式进行的，但是在教学 

实践中，存在着两种具体的思维形式。首先是理论体系的思 

维形式。理论体系具有自己的思维特点，它借助于概念，形 

成概念体系，通过这一体系来表达丰富的内容。由于理论体 

系具有相对稳定性，这就决定了它所使用的一些概念往往 

具有历史性。第二是学生的思维形式。学生也借助于抽象思 

维形式进行思维，但他们的年纪较轻，更习惯于形象思维。 

学生也借助于科学的语言与理论思维的语言进行思维，但 

是，他们更多的是借助于日常语言进行思维。并且，学生的 

一 些语言往往是相当新的，有一些甚至还未进入字(词)典。 

理论体系与学生在思维形式方面具有相同性。但是，理 

论体系毕竟是经过人们长期的、专门的加工才形成的，而学 

生由于受到生理、心理、社会经历等因素的制约，他们更适 

合于形象思想，更适合于用日常语言思维。从根本上讲，我 

们必须使用理论思维的形式 ，因为不使用这一思维形式，就 

不能正确表达理论的内容。但是，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应 

充分照顾学生的思维特点，要按学生的思维特点组织教学。 

达成两种思维形式的统一，这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个关键。 

如在用抽象的概念表达理论内容的同时，也可以借助于直 

观的形式；在用理论的语言表达理论的内容时，同时也可以 

借助于日常语言；在用历史的概念表达理论的内容时，同时 

也可以借助于当代的概念。这对于提高学生的理论兴趣以 

及帮助学生理解理论的内容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仅仅 

是一个起点，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一点上，随着教学的深入， 

随着学生的理论知识的增加，要不断用理论思维的形式来 

展开理论，使学生逐步习惯于理论的思维形式，达到使学生 

用理论思维的形式来把握理论，从而完整地理解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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