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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是在广泛吸取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基础上创立起来的科学体系，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
一般规律。
马克思主义是指引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并最终解放全人类的具有鲜明阶级性的理论，它公开申明自
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带有任何的宗派性。
马克思主义是适应实践发展要求并能指导社会实践不断前进的理论，这就决定了它必须与时俱进，不
断创新、引领时代潮流。
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证明，是马克思主义使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也是马克思主义使中国人民富强起来，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指导中国人民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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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雷声，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1977级经济学本科，1981年获
经济学学士学位，1984级经济学研究生，1987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现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
建设工程首席专家，第六届国务院学科评议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马克
思主义理论学部委员、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哲学初会科学规划课题评审组（马克思主义
）成员、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副会长、全国马列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
人民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首都经济学家论坛副主席，北京市经济学总会理事、首都师范大学和北
京交通大学讲座教授、长沙理工大学特出教授。
普被评为北京市爱国立功标兵，北京市教学名师，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培养计划”，全国文化宣
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国人民大学“嘉诚奖教金”，中国人民大学“
优秀常务工作者”等。
独著有：《美国经济》、《寻求独立、平等发展——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理论研究》、《资本主
义的社会矛盾及其历史走向》、《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论》、《经济建设与全国小康》、《张雷声论
文选》等，合著有：《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我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与现实》
、《从马克思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中国思想理论教育史》、《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
进程》等。
主编有《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新时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探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原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等，发表论文200余篇。
主持并完成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科研成果曾获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一、二、三等奖，
获吴玉章一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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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形成的基础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本经验
 一、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极端重要性
 二、高度重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
 三、坚持整体性和学以致用的原则
 四、坚持继承传统与改革创新的统一
 五、处理好理论教育的科学性与政治性的关系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形成的科学基础
 一、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形成的首要科学基础
 二、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形成的直接科学基础
 三、研究已达到的水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形成的必要条件
　第三章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与加强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一、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二、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有学科支撑
　第四章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进程
 一、改革开放以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改革演进的启示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设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整合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探索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推进
中篇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的构成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内在逻辑体系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内在逻辑体系的内涵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内在逻辑体系的特点
三、学科内在逻辑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要求
　第七章　六个二级学科的研究范围和研究重点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研究范围和研究重点
 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研究范围和研究重点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研究范围和研究重点
 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研究范围和研究重点 、
 五、“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研究范围和研究重点
 六、“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范围和研究重点
　第八章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关系
 一、学科建设与课程建设的联系与区别
 二、学科建设与课程建设相互促进
　第九章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一、科学界定和解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二、与时俱进地研究和阐释马克思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民族性
 四、海纳百川、勇于创新
　⋯⋯
下篇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思路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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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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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不断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际中的运用和发展，从对实践的探索中提升理论，丰富教学的
内容；就可以针对学生的思想实际，以自己对教学内容的独特理解进行教学，研究新教法，使教学走
入深层次，而不是满足于对教材中现有知识的传授；就可以在课堂上注重激发大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教师把这种强烈的创新意识和科学的创新精神带入理论研究，带进课堂教学，必
将对大学生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教师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首先体现在确立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内在协调统一
的新价值观上。
在现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教师的价值观念往往是用社会价值排斥个
人价值，片面强调社会价值，忽视甚至否定个人价值。
在这种价值观念下进行教学，必然是一种说教，必然忽视大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作用。
因此，只有根据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特点和生活实际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即在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基
础上，充分尊重大学生个人的需要，将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内在协调统一起来，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理
论教学确立起“两个主体”的教学观，即教育者是教学主体、受教育者同样也是教学主体，才能使教
学过程真正表现为既是教育者按照社会要求积极组织实施教育的过程，也是受教育者根据自身的需求
通过自己积极参与教学的活动、能动地接受教育和进行自我教育的过程。
这样，也就避免了教学中的简单的说教和硬性注入的现象，在完成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任务的同
时，培养了人的能力和个性，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教师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还必须体现在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
力和创业精神，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上。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教师，能否实行创造性教学至关重要。
所谓创造性教学，应该以学生创造性的发挥为根本尺度。
因为对教师来说，新知与旧知的联系是已知的，教师把已知的东西原原本本地讲出来，是无创造性可
言的，只有把学生引入创造的境界，才是教师最重要的创造。
可见，注重教学过程的启发性，注重学生的发散思维培养是创造性教学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应该鼓励大学生突破常规思维的局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过程应该是鼓励大
学生质疑问难的过程，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过程也应该是拓展大学生思维空间、实现认识的
飞跃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教师应该帮助大学生学会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分析、解决
问题，应该有意识地培养大学生质疑问难的勇气和兴趣，并对大学生的质疑问难给予合理的评价，马
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教师应该起着加强训练大学生发散思维的导向作用。
为此，建立起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的教学体系是必要的。
这一教学体系涉及课程设置、学术活动、学习考核、社会实践等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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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建构与建设研究》是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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