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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 “瓶 颈”与 

赵 伟 
(首都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北京 100048) 

改革 

[摘 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 “智慧之学”和 “为人之学”，但其传统的的教育教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 

忽视了哲学批判前导的功能和对人的关注，教材建设也未能跟上时代步伐。本文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 

理念和教材体系，提 出下面两项改革措施 ：一是大力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人性光辉与批判前导的维度； 

二是在教材体系上，实现各部分内容的创造性重组，并采用史、论、著、比、实有机结合的方式，丰富和深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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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ottleneck and Reforms of the Education of M arxist Philosophy 

ZHAO Wei 

(Politics and Law College ofCapital Normal Unwemi~，BeijinglO0048，China) 

Abstract：Marxist philosophy is” the stuay of wisdom” and ” the study of behaviour．” However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of Marxist philosophy neglects the guiding and critical function of philosophy and the solicitude for man ．The 

teaching materials don’t keep pace with the time．This article focuses Oil the concepts of education and the teaching 

system of Marxist philosophy，and the two reform measures are proposed：First，demonstrate the human brilliance and the 

guiding an d crifieM function in the educ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Second，reorganize and enrich the teaching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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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处于 “显 

学”地位，各种研究解读著作真可谓汗牛充陈，蔚为大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作为当今根本的素质教育亦是开展得 

如火如茶，这不仅仅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是大学生的 
一 门必修课，更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是对大学生进行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培养的最重要的方式。 

加强和改革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以使之更好地体 

现时代的气息，更加有效地培养和训练人的思维能力，提 

高人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人的 

思维活动的独创性，激发人们的创造欲望 ，是一项至关重 

要且亟待解决的课题。 

一

、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改革的前提与基础 

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改革并不是一个新课题， 

迄今为止已有相当多的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对此开展了深刻 

且非常有益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需要我们注意 

的是，无论哪一种教学改革的成功都必定是与其所属科目 

的本质特性相契合的，忽视课程本身特点而一味追求所谓 

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手段、课程设置等等方面的改 

革，无异于舍本逐末，事倍功半。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 

教育的改革与创新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特质为 

前提与基础，在顺应这些特质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构建真 

实有效的教学改革。关于这一点，孙正聿先生曾作出过相 

当精辟的概括。他认为，哲学是 “向上的兼容性”、“时代 

的容涵性”和 “逻辑的展开性”的统一。首先，“向上的 

兼容性”，是人类认识史的积淀、结晶和升华，是一种 “建 

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这就是 

说，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哲学史则是思想性的历史，哲 

学与哲学史是密不可分的，离开 “思维的历史和成就”，哲 

学就会失去它的丰富的理论内容，就会失去它的至为重要 

的 “历史感”。其次， “时代的容涵性”，是指思想中所把 

握到的时代，是 “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理论的力 

量，在于它以理论的方式去把握现实，使人们超越感觉的 

杂多性、表象 的流变性、情感的狭隘性和意愿的主观性， 

达到对现实的全面反映、深层透视、理性解释、批判性反 

思和理想性引导。再次，“逻辑的展开性”，表现为哲学范 

畴的逻辑体系。用列宁的话说，概念、范畴是人类认识的 

“阶梯”和 “支撑点”。哲学理论的深厚的历史感和强烈的 

现实感，都只能是实现在它的逻辑化的概念展开过程之中。 

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理论的力量，就在于这是一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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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逻辑力量、说服力量、征服力量。⋯当然，这段话是针对 

一 切哲学而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体现出上述一般特 

点外，更 “熔铸着人类的理想、信念、情操和教养，在马 

克思主义哲学中，则熔铸着它的创始人及其后继者的崇高 

理想、坚定信念、高尚情操和深厚教养，因而具有一种气 

势恢宏、博大精深、睿智通达的理论境界，为人们提供了 

一 种最能 “以理服人”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 因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充分体现、彰 

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质，这是取得教学改革攻坚战 

之胜利的根本前提与基础。 

二、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 “瓶颈” 

(一)批判与前导性的丧失 

正如马克思在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中所说： “哲 

学家们只是用不 同的方式解 释世 界，问题在 于改变世 

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不是一套为现实做注脚的 “辩 

护士”理论，而是指引人们超越现实、奔向共产主义 “自 

由王国”的灯塔，但现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仍未彻底摆脱 

简单、粗浅地为 “政治”服务、为决策寻找理论依据的角 

色，很难看到哲学独特的滋养主体、反思现实的批判功能， 

无处寻觅它对于现实社会发展所提供的前导性理念，哲学 

日益成为 “描红”现实的静态话语系统。上述束缚投射到 

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教学中，便是本为培养学生正确的世 

界观与人生观的人文教育被活生生 “抽空”为纯时政性的 

苍白的政治道德说教，这样的教育根本无法 内化为学生的 

品德素养，学生也无法从中获得科学实证与人文思辨的素 

质训练。由此看来，相当多的学生对本门课程表现得厌恶 

与冷漠也不足为奇了。 

(二)“人”的隐遁 

纵观马克 思伟 大一生 的研究 历程，无论是 早期 的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是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人” 

都是马克思所关注的对象，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是马 

克思一切思想的出发点与归宿。即使在以剖析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为主要内容的 《资本论》中，我们也同样可以发现 

马克思对人的问题 的研究与探索。同样，在共产主义社会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论断 

里，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马克思对人之彻底解放的美好未 

来的殷切期盼。然而遗憾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 

过程中，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教学中，我们过分 

关注了物质世界及其发展，强调物质是世界万物的基石的 

论断 (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 

认识是对物质存在的反应，社会历史是受物质生产方式支 

配的)。虽然这样的哲学体系也讲 “人”，但这里的 “人” 

只是物质运动的一个环节，整个人类历史也只是一个 “自 

然历史过程”而已，缺少对人及其能动性的基本关注，其 

中的 “人”已被剥离为空空如也的符号，沦为表现历史自 

身发展的工具。应该说，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仍浸染着 

浓重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色彩，甚至让我们看到了黑格 

尔的 “理性的狡计”的身影。它没有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真精神。这些弊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上便表现为 

教材中映入学生眼帘的是满纸冰冷的逻辑与铁一般的法则 ， 

人的主体性、灵动性悄然隐遁，面对这种 “见物不见人” 

的教学，学生很难适应 ，更无从应用。 

(三)教材的陈旧 

我国目前所使用的教材内容主要取 自前苏联 的教材 ， 

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虽然其间多次改动，但主体框架 

与主要观点并无多大变易。例如，四大板块结构——即唯 

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格局仍未完全突 

破。另外，大部分的教材没有反映理论界的最新研究成果 ， 

往往只是简单的 “重复”劳动，这使它更像是陈旧材料与 

观点的集合，而很难显现出创新性、时代性与独特性。对 

此，一些学者认为，“前苏联教科书的哲学体系可以说只是 

部分地阐述了某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和原理 (较 

多在唯物史观方面)，总体上并未反映马克思哲学的全貌和 

特征；即使在当时也不能说代表了它的最高水平。其中不 

少内容是属于 ‘前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以前达到并为 

马克思主义 的产生做 了思想准备)的理论成果 或形态。” 

近年来，不少具有创新价值的教材新鲜出炉，其中吸收 

了一些新内容，但有些内容目前仍是有争议的，如以实践 

唯物主义取代实践观的提法 这样陈旧的教材远远无法满 

足时代发展的要求，教材呈现的理论与现实热点问题相距 

太远，大学生真正感兴趣的和平与发展的问题、人权问题 、 

全球化问题、科技应用所产生的伦理道德的冲击问题等等， 

并未纳入到教学体系中来。试想，这样一套远离现实、束 

之高阁的理论如何能塑造身处瞬息万变的时代潮头的大学 

生以健全的人格?如何能培养他们宝贵的独创欲望与卓越 

的创新思维呢? 

三、大力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人性光辉与 

批判前导的教学理念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重视对人的关怀 

如上所述 ，人的问题始终是马克思所关注的领域，从 

中我们应该认识到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关注人的生活 

世界过程中建立和确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是 

人的生活世界，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回归人的 

生活世界。” 同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一定要对人的存 

在、人的解放、人的发展、人 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价 

值、人的个性和人的主体性等问题给予充分地重视，实现 

哲学主题由 “物质整体的世界”向 “人的世界”的重大转 

变。将之称为 “重大的转变”是毫不为过的，因为它涉及 

到的绝不仅仅是研究的主题，其中更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 

与现实意义。从理论上讲，对 “人的世界”的重新关注， 

必然高扬了人的主体性维度，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这 

里的 “人”已不是从前那个隶属于整体、依附于社会的工 

具，而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人，是以实践作为其存在方式的 

创造自身历史与未来的充满自主力量的人。人的光辉的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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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同时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本体论由 “物质”向 

“生成”的推移。所有这些转变，无疑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教育理念由僵化迟滞的困境中解放出来，使其恢复从 

前的生机与活力。另外，从现实的层面上看，研究主题的 

转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教学从单一政治或经济功能定 

位的观念转变到确立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培 

养健康、高尚人格相结合的观念上来；使其从单纯灌输意 

识形态的观念转变到 “以人为本”的观念上来；也使其从 

单一的教学为本的观念转变到确立 “教”“学”相关、“教” 

“研”共进的观念上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给予学生的 

不仅是知识与智慧，更有健全豁达的人生。这样的哲学才 

是 “智慧之学”、 “为人之学”，这样的哲学教育才是 “育 

心之作”、“树人之作”0 j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凸现 “批判与前导”的 

维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这里的革 

命性所指的不单是对资产阶级的批判，也包含着对于我国 

现实社会的反思与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应该与现实 

保持适当的距离，以理性的眼光来审视现实，不断地超越 

现实，不能仅局限于对现实的注解论证。(一味用庸俗的实 

用观点和狭隘的政治观点来看待哲学的后果是严重的。长 

期偏重物质文明建设、令精神文明建设流于表面化导致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低效率。)批判功能的重现，可以使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焕发新的生机，彻底摆脱本本主义的 

僵化教条。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努力呈现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前导性 ，积极主动地为现实社会发展提供 

有效的导向性理念，在宏观标 向上指引现实社会的发展。 

这一新的转向可以消除哲学把握现实社会发展脉搏的滞后 

性，改变其长久以来的 “注脚”形象，转而走在了浩浩历 

史之江水的潮头，如灯塔般照亮我们前方的征程。这样的 

哲学教育充满了青春的脉动，学生们又怎会不欣然接受呢? 

四、创新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体系框架 

众所周知 ，我国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之体系划 

分为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四大部分，内容 

相对独立，相互之间的联系未被充分挖掘，因而马克思主 

义哲学教育改革的任务之一便是要重建这四大板块的内在 

联系，使之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例如，实践这一范畴 

在马克思那里绝不仅是指与认识相对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 

活动，更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类把握自然界的手段。实 

践是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范畴，是马克思主义 

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近年来，不少教材也认识到了 

这一点，在物质观这一章的后面加入了实践观的内容，但 

这里仍然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的物质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又 

如，唯物史观不仅仅是一个隶属于自然辩证法之一部分的 

自然历史过程，更是人创造历史、解放自身、描绘美好未 

来的过程。它是浸染着辩证法的、彰显着认识论光辉的开 

放性进程。再如辩证法，它不只体现为客观物质世界、人 

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等领域的运动规律，更表现为以实践为 

基础的主体与客体交互作用的辩证运动，这样的思想愈发 

明晰地揭示出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只有深入探索上述 

闪光点，才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体系熔铸成一个 

有机的系统。 

为了使上述设想得以实现，同时也考虑到学生的实际 

学习情况，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知识体系也应随之进行 

分解和重新的排列组合，形成 “树状”的知识结构体系。 

这种 “树状”知识结构由 “根知识”、“主干知识”和 “枝 

知识”三部分构成。在学习中学生通过对每一章的深入研 

究首先找到贯穿于这一章中的基本原理作为知识 “主干”， 

将构成 这一基本原理 的主要 概念与范 畴看作这一 章的 

“根”，将每章中的其余知识视为本章的树状知识结构的 

“枝”，“枝”的意义取决于其依附的主干知识与根知识。 

主干知识遍布本章，而根知识则像一根红线贯穿于每一章 

的知识体系中。“改革后的哲学原理教学新体系 ，既具有深 

厚的历史感 ，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感；既具有深刻的理论性 

， 又具有强烈的实践性；既具有严密的逻辑性 ，又具有丰 

富的知识性；既体现出理论的魅力，又具有时代 的感染 

力。”[’ 

五、提升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丰富内容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过分注重了原理的阐述， 

致使哲学教材沦为现成的结论、枯燥的条文与苍白的说教， 

失去了其原有的功能与作用。因此，我们必须恢复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生命力与丰富性。具体来讲可分为 以下几个方 

面 ： 

(一)以史生论 

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对于哲学原理的编排基本上 

是共时性的，学生接受到的永远只是科学且固定的结论， 

冰冷又干巴巴的条文，至于这些结论是如何获得的?在这 

样的真理产生之前，理论创建者进行了怎样深邃而艰苦的 

思索?这中间又与自身的哪些旧痕迹进行了彻底地清算? 

(即马克思的伟大思想如何从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的巢窠中涅磐重生)我们无从得知，似乎真理对于个人来 

说是早已给定的，只需尽力接受就万事大吉了。正是这样 

的做法令教材变得枯燥乏味，学生读来亦是味如嚼蜡，难 

免产生厌恶、恐惧的心理。因此，在教材中引入历时性维 

度势在必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蜕变而逐步生成的，马克思主义 

哲学发展历史正是对这一生成的科学描绘。对于学生而言， 

只有充分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流变历程，才能更 

深刻、更全面地把握原理的真谛。例如 “人的本质”一节， 

为了使学生更好地理解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 

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L2 应当 

引入马克思早年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的 

本质是自由自觉地活动的观点，使学生在马克思关于人本 

质理论的嬗变中更精准、更全面地理解最终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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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凭著丰论 

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中的内容是对马克 

思主义原典著作的科学归纳与概括，体现了原著的精华所 

在。然而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其一，教材不是原著，它 

始终只是中介，不是本原 ，它不能代替原著的学习；其二， 

由某一个体或群体所编撰的教材在全国或一定范围内普遍 

使用，只会使哲学教学变得单一、枯燥。” 8 其中的原因不 

难理解，一轮又一轮的归纳、概括、抽取极易导致对原著 

理解的简单教条乃至偏移曲解。前者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整体性，后者则无法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本质。 

(如：对于 “生产力”这一范畴的理解，马克思本人眼中 

的生产力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包括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 

力、自然生产力等多个方面，但在传统教科书中，生产力 

却被曲解为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能力。)因而新教材中 

应加强原著与原理的结合，实现 以原理带原著，以原著丰 

原理的崭新格局。这样师生才能共同面对伟大哲学家的思 

想，感受伟人思想的真实脉动。 

(三)借比彰论 

这里的 “比” 有 “比较”的意思，同时亦包 括 “借 

鉴”的含义，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应充分对比、借鉴 

中外优秀的思想成果，通过 “扬弃”来彰显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真精神。 

首先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上来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 

并不是源于中国的，它能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扎根、生长 

并结出丰硕的果实，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 

中国传统文化在许多方面的相似性。历经几千年的锤炼而 

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威力是巨大的。它曾在历史上发挥 

过重要的作用，在今天既是 “活的规范” (延续着的传 

统)，又是正在生成着的传统。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与 

中国传统文化的关联，促进两者的有机结合，是深化马克 

思主义哲学教育、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的重要手段。 

例如中国文化强调：“天、地、君、亲、师”，我们可 以将 

之改为 “天、地、国、亲、师”，这里改原来 的 “君”为 

现在的 “国”很重要 ，“君”是一个具体的君主、政府 ， 

“君师合一”亦即政教合一 ，这容易产生集权 ，不利于民 

主的发展 ，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如将其变为 “国” 

字 ，则既保证了中国传统价值的有效延续性 ，又实现了与 

马克思主义的集体观的结合。这里的 “国”字既非政府 ， 

也非政体 ，而是 “家园”，是 Coumry而非 state。中国人经 

常用 “家园”指乡土。“亲”不仅仅指父母 ，可以扩而广 

之。“师”也不只是指老师 ，还包括朋友等。再如中国儒 

士所强调的 “天行健 ，君子当自强不息”、“先天下之忧而 

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 

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以及 “风声、雨声、读书 

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等 ，这 

些洋溢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的儒家传统在精神意蕴 

上，是与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相一致的 ，应该实现二者 

的融合 ，以孕育和生发出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来 ，这也是新 

的工业民族精神之所在。如果我们哲学教科书能够吸纳进 

这些东西 ，则哲学教学将会别开洞天 ，肯定会激发出学生 

的极大兴趣来。 

其次我们再来关注国外 、尤其是西方现代哲学。一直 

以来，教材对于西方现代哲学的态度总的来说是排斥的， 

要么闭口不谈，要么简单冠之以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或 

不可知论之类的大帽子，不屑一顾。这样的态度不是平等， 

而是俯视，甚至是敌视。然而细细想来，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真理性绝不是在温室中、在与致病因素隔绝的无菌室中 

产生与保持的。相反，它是在各种思潮的冲击、辩论 、打 

磨中显露其金子般的光辉的，打开窗子，让新鲜的阳光进 

来 ，屋内的花朵才能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况且 ，西方现代 

哲学的思想也并非都是谬误，其中确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 

的地方。这样做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放弃 自己的 

原则和信念，而是旨在避免绝对化，能够对其他流派、思 

潮采取更为宽容、开放的姿态。这不仅仅是必要性的问题， 

同时也存在着可能性的维度。“如果说 19世纪和2O世纪是 

各种对抗和冲突激化的世纪 ，那么由于冷战的结束和人类 

面临的各种共同挑战 ，21世纪将会是和平竞争和对话协商 

为基调的世纪。对抗和冲突不会很快消失，在一定范围内 

还会加剧 ，但问题的解决最终只能靠对话和协商。在此背 

景下 ，哲学领域 以往那种势不两立的对抗也必将有所缓 

解，协商式的争论会让人们更多的接受。事实上，西方学 

术界已开始出现这种倾向。有一些哲学家不仅在试 图超越 

西方哲学中各种流派和思潮的对立 ，也试图在马克思主义 

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寻找其共同点。”L9 有了这样好的契机，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更应解除束缚，在与西方现代哲学的 

平等对话中展现其特有的优越性与先进性。 

(四)依实活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应与现实社会的热点问题紧密联 

系在一起，借此来充分发挥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这不仅是马克思 主义哲学固有的内在维度， 

同时也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 

从哲学的性质上看，它总是以普遍、抽象的方式来把 

握具体特殊、表现思想的，似乎与现实没有什么关联，实 

则相反，纵观整个哲学史，没有一位哲学家的哲学是完全 

抛弃现实的，时代问题始终是他们关注的对象，只不过他 

们采取了比较隐晦的方式将火热的激情与深邃的思想包裹 

了起来罢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更是 

倍加关注，因为它就是在不断回应时代的过程中产生、发 

展和壮大的。“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理论建立在实践的基础 

上 ，就是要使之保持开放性、批判性 ，既要对历史开放和 

批判 ，也要对现实开放批判 ，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开放和批 

判的交融中，实现对它们的超越。因此 ，马克思主义哲学 

理论不仅仅是对旧哲学传统的继承和批判 ，而且也包含着 

对其所处时代现实问题的深刻思考。这种哲学精神也是我 

们应该继承的。” 9 目前，“我们的社会正处于从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 ，社会转型时期的制度问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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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无中心价值的价值多元、无序状 

态问题 ，还有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应对现代社会、为现代化 

提供支持的问题 ，也就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等都应关 

注；从国际方面看，经济的全球化问题 ，以及由此提 出的 

全球伦理或普适伦理问题；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 

秉持的原则的伦理前提问题、人权问题等等，都是马克思 

主义哲学应该关注的 ，也是我们哲学教学所不可回避的问 

题。”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须抛弃 “原理加 

例子”式的僵化的教材体系，真正将现实生活引入到哲学 

之中，这样的哲学教育才更能体现其开放性、批判性和超 

越性，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使马克思哲学教育彻底摆 

脱目前的尴尬境况。这既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重 

要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发展方向。 

从当今世界发展潮流来看，时代特征较从前发生 了很 

大的变化。最突出的表现便是上面提到在科学技术迅猛发 

展的推动下全球化趋势的加速。“全球化以普遍消除资本的 

区域性为特征，正是使资本重新组合。‘流动空间’正取代 

‘地域空间’，换句话说 ，地域正被网络取代，而网络不再 

对应于某一具体地域，而是被纳入世界市场内，不受任何 

国家的政治限制。政治空间和经济空间在历史上第一次不 

再联系在一起。”【l 全球化正在由经济深入到政治、文化和 

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在这里，我们很明显地看到了科技 

革命和以社会改革为中心的当代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所带 

来的巨大成果。然而如果我们向纵深处挖掘，会看到其中 

所蕴含的重要的哲学课题：“一是知识增长、科学发展与技 

术革命中的哲学问题；二是人的自由解放运动所提出的哲 

学问题；三是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问题。前两个问题反映了 

当前举世瞩目的科技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两大潮流 ，在深 

层上，乃是社会进步同一过程中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 ，反 

映着人类在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 ，既改造外部世界 ， 

又改造和发展自身。而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突出 ，则反 

映着人类在自觉地认识和改造世界中对 自身的对象性活动 

及其方式的自觉地反思。”[hi忽视了对这些哲学问题的研究 

与探索，势必会影响社会的长远、稳定、全面的发展。而 

这样的任务就需要也只能依靠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来完成。 

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与现实生活的紧密结合，才 

深化了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及形式的深刻理解 

和灵活运用，才切实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使马克 

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 “时代的精华”。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四个方面的结合之间绝非是 

孤立的，而是具有鲜明的整体性。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历史发展必然与代表马克思某一阶段思想内涵的著作相 

关联，也必然会涵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热点问题， 

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发展的重 

要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总是在与形形色色的 

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在对现实社会凸现出的各种问题的深 

刻剖析中诞生的，这些经典著作的真理性、时代性绝不会 

因时光的流逝而黯淡，如此等等。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教材体系不仅要在形式上形成树状的知识结构， 

还要在内容上形成史、论、著、比、实交相辉映的全新格 

局。 

综上所述，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形成由来已久， 

欲彻底根治其弊症也绝非一日之功。但只要我们不断提高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教学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 

识 ，立足于长远的教育理念 ，站在民族进步、国家兴旺发 

达的高度 ，以竭力造就创新人才的哲学精神为目标不断加 

快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改革，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针 

对性、时代性和实践性，坚决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理 

念、教材体系的改革，就一定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实 

现质的飞跃，培养出更多的德才兼备的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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