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l卷 第 1期 
2 0 0 7年 1月 

长 沙 大 学 学 报 
JOURNAL OF CHANGSHA UNIVERSITY 

Vo1．2l No．1 

Jan．2 00 7 

论高校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 

张忠良 谭其宏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2) 

摘 要：为贯彻中宣部、教育部[2005]5号文件精神，创新高校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 

育，必须狠抓读、讲、听、谈、走、写六大环节，扎扎实实做好三个结合，正确处理好三大关系，大力培 学生的 

三大能力，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功能和创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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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高校研究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相对于本科生的“两课”教改来说， 

高校研究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改革仍相对 

滞后。2005年春，中宣部、教育部共同颁发了《中共中央宣传 

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的意见》(社教政[2oo515号)，把高校研究生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提上了日程。面对新形势，肩负新使 

命，高校研究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从内容、 

形式到方法，都有进一步创新的必要。 

我国高校研究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是 

党和国家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战略 

举措。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培养的研究生，除一部分在高校 

执教和到有关科研机构从事科研工作外，很大一部分进到了 

党政国家机关从事党务工作、行政工作、经济管理工作和舆 

论宣传工作，其中一些人已经成为或将逐步成为党和国家各 

级领导机关的重要负责人。这些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和思想政治素质如何，将直接影响着我国各级党政干部队伍 

的思想政治素质，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高校研究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如此重要，党和政府 

对此非常重视：2005年 5月，中宣部、教育部联合颁发了《中 

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的意见》(社教政[2005]5号)，其中明确规定了高 

校硕士、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课程设置及实施办 

法；教育部社政司与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联合选编了供 

高校硕士研究生使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及其他 

相关教材，2005年初，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亲笔对 

进一步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作了重要批示，这 

些都为进一步深化我国高校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 

学改革指明了方向。 

但勿庸讳言，高校研究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成绩很大。问题也不少。概而言之，可归纳为“五 

多五少”：(1)专业理论注重多，马列理论关注少；(2)照本宣 

科多，联系实际少；(3)传统理论讲得多，创新理论、前沿理论 

涉及少；(4)西方学说介绍多，实事求是评价少；(5)导师言传 

多，身教少。因此，培养出来的研究生，往往缺乏现实的视野 

(了解国情，了解社会现实)、比较的视野(中西国情、制度、文 

化的比较)和超越的视野(创新的才能)。这说明，适应新时 

期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需要，从理论和实 

践的结合上探索、创建一套符合党的十六大精神的高校研究 

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新模式，创新高校研究生马克思主 

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已是时代的呼唤、实践的要求。 

创新高校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开创高校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新局面，从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的角度看，必须在高校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 

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中，狠抓六大环节一一 读、讲、听、谈、 

走、写，扎扎实实做好三个结合，正确处理好三大关系，大力 

培养学生的三大能力，用创新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方式努力开 

创高校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 

(一)狠抓读、讲、听、谈、走、写六大环节，改革传统教学 

模式，实现高校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导 

向功能与实践功能。(1)读：亲读经典，神交伟人。毛泽东曾 

要求：“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认真看书、读书，是 

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前提。原原本本亲读马列原著， 

体会经典作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感受革命导师的精神风 

采，比其他任何形式都重要。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因此，要 

围绕特定专题，布置好学生的阅读任务，并检查阅读进度，同 

时促进学生阅读积极性的提高。(2)讲：精当讲授，把握精 

髓。由导师精选篇章，精心备课，精当讲授，为学生正确把握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供指导。导师讲授必须择 

其要义，精讲深讲，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洞察力量、逻辑力量 

和穿透力量来征服学生，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增强学 

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3)听：听百家之言。博采众 

长。设百家讲坛，倡百家争鸣，听百家之言。对于一个大学来 

说是衡量其学术氛围浓厚与否的一种标识；对于一个高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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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而言，是培养其理论素养的重要途径。它可以促进学 

生广采博纳，开阔学术视野，防止学术上的“近亲繁殖”。(4) 

谈：座谈交流，学术沙龙。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所读所 

听、所思所想以学术沙龙的形式不定期地进行座谈讨论，相 

互交流，既练了思维，又练了I=1才，从而得以相互促进，共同 

提高。(5)走：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 

树是常青的”。在高校研究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过程 

中，用制度化的形式，引导学生走出象牙塔，走向社会，了解 

国情，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观察社会，用活生生的实践来 

加深对理论的把握，提升理论层次，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学 

风。(6)写：撰写论文，早出成果。论文撰写是提高研究生马 

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重要途径。在理论学习与实际践行的 

基础上，引导学生将学习和调研得来的东西条理化，上升为 

理论，撰写学习心得、体会文章，乃至形成有见地的理论成 

果，一步步引导学生将模糊的认识清晰化，将肤浅的认识深 

刻化，从而逐步进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由王国。我们的实 

践证明，读、讲、听、谈、走、写六大环节，创新了高校研究生马 

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形式，使教学过程中 

的各个环节生动活泼。抓住了这六大环节，开创研究生马克 

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是可以达到的。 

(二)努力实现三个结合，正确处理三大关系，培养学生 

三大能力，实现高校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的育人功能与导向功能。 

首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过程中努力将马列原著经 

典、前沿理论问题与时事政治专题三结合，正确处理好马列 

原著学习、前沿理论评介与时政专题讲座三者关系，拓展研 

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视野，提高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把握能力。高校研究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大多数 

是面对理工科专业的学生。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须 

适合这些学生的特点，在内容上精心选择、合理安排，努力将 

马列经典、重大前沿理论与时政专题有机结合，增强理论的 

吸引力；即使是对于文史哲经法专业的研究生，也应该创新 

课程内容，引导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探讨重大理论与实 

际问题，增强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领悟能力和应用能 

力。 

其次，在教学实践中贯彻求精、创新、管用三结合原则， 

正确处理好精、新、用三者关系，着力培养研究生的理论创新 

与实践创新能力。精、新、用三者中，求精是前提。邓小平指 

出，学马列要精。精选精讲，把握精髓；长篇的东西是搞专业 

研究的人钻研的，对于非本专业研究的研究生来说，主要是 

在于把握经典、领会精义。创新是关键。高校研究生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教育过程中的创新有三方面的意义：一是马克思 

主义理论教育本身要创新，必须根据发展中的实际，用创新 

的思维来学习、宣讲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反对“本本主义”倾 

向；二是必须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创新了的活的马克思 

主义一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 

及科学发展观作为学习研究的主要内容；三是教育学生将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 

结合起来，致力于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培养广大研究生在 

今后的社会实践中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能力 管用是目 

的。学马列关键在于“管用”，用之于认识和解决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种种问题。毛泽东指出，对于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 

用。邓小平强调，学马列“要管用”。可以说，管用是全部马 

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最终目的。为此，在高校研究生马克思 

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环节上，务必理论联系实 

际，回答和解决学生们关注的社会实际中的热点问题。 

其三，开创高校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的新局面，必须致力于将课堂、基地与社会三结合，正确处理 

好课堂教学、基地学习与社会实践三者关系，大力培养研究 

生理解、把握问题(课堂，观察、说明问题(基地)与研究、解决 

问题(社会)的实际能力。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将课内教育与 

课外教育、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结合起来，避免单打一。这 

些年来，我们除搞好课堂教学改革外，在韶山、花明楼、雷锋 

馆建立了学生德育基地，在有关地市乡镇及工厂建立了社会 

调查研究联系点，使研究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由小课堂 

走向了大课堂。 

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创新高校研究生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必须以创新的精 

神开展创造性的工作。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发挥好研究生导 

师的主导作用，激发广大研究生这一学习主体的学习积极 

性，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旋律，坚守住马克思主义理论 

教育的主阵地。这样，我们就能为党和国家培养出一批又一 

批坚定的、清醒的和有作为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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