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发展，有利于思

政教育的优化和创新。学习者作为时代发展的领军人，

应积极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变发展理念，增

强思辨意识，才能避免自身受隐蔽性较强的功利主义

的侵害。利用思政教育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

化发展，有利于学习者深入掌握马克思主义内涵，也

能使思政教育在创新和优化过程中坚守立德树人阵地，

更好地为学习者服务。

一、 以思政教育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

时代化发展的意义

我国正在构建“大思政”格局，希望落实“三全育人”

理念，引导学习者增强爱国意识和担当意识，树立正

确的价值观念，成长为优秀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思政

教育是学校完成立德树人任务的重要途径，大学生作

为建设国家的中坚力量，积极了解思政教育中的马克

思主义内容，既能增强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也能成

长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因此，以思政教育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发

展，既能使大学生充分了解马克思主义，又能使其掌

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

容的准确传播，以此为社会发展提供助力。由此可见，

借助思政教育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发展，

既是教育发展所需，也是时代发展所需。只有明确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发展的本质，正确分析思想

政治教育内容，优化思政教育目标，提升思政教育成

摘要：明确思政教育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发展的意义，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发展的实践性、

时代性特征，可从多角度入手，创新思政教育内容，增强思政教育实效，优化思政教育目标，助推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和思政教育持续性优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模式，增强思政教育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关键词：思政教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以思政教育推动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和时代化发展的策略
周晓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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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才能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时代化发展奠定坚

实基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模式，增强我国办

学实力。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发展的特征

( 一 ) 实践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发展具备实践性特征。

分析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其强大生命力来

源于其实践品格。在实践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既能团

结民众力量，也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我国思政教育

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借助思政教育推动马克思主义

发展，利用实践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使其在中国化

与时代化发展的过程中转化成学习者能够理解的通俗

性语言，能使更多学习者认可马克思主义，也能在实

践过程中助力学习者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借助思政

教育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发展，是使其始

终保持育人功能的主要手段。无论是思政教育还是马

克思主义，都应在前行路上了解民众诉求，凸显育人

意义，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感受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与时代化的实践性特征，助推思政教育实现理论教

育与实践教育的有机融合，可构建特色化教育模式，

增强我国办学实力，推动学习者健康成长。

( 二 ) 民族性

民族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根基，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的施行得益于其民族化特征。一方面，马克思主

义承认不同民族的多元化，有选择地继承不同民族的

优秀文化，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挥作用与价值

的主要原因，其在承认中国历史的基础上继承了优秀

的中华民族精神。因此，我国思政教育在发展过程中

必须灵活传承马克思主义，切实基于我国实际情况推

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发展，使其真正融入民

族中，构建民众喜闻乐见的理论形式。另一方面，思

政教育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发展，既能在

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过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

发展模式，也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于

马克思理论体系中，以此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模

式，维护人民利益，以此获得学习者的认可，助推社

会主义事业发展。

( 三 ) 时代性

马克思主义本身具备时代化特征，在不同时代会

形成不同的模式。作为理论体系，助推马克思主义与

时俱进，借助思政教育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

化发展，可充分了解其时代性特征。马克思主义结合

国情，会与人民共情，不断提升感召力。因此，思政

教育在优化与创新的过程中需借助马克思哲学的强大

生命力紧跟时代步伐，增强思政教育的创造力和吸引

力，才能构建生活化教育模式，拉近学习者与思政教

育的距离。具备时代性特征的马克思主义会听取民众

呼声，维护人民利益；借助思政教育推动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和现代化发展时应加强对其时代性特征的充分

考量，了解透彻其价值意蕴，才能利用科学的办法推

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与时俱进地实现优化和创

新，使其与思政教育紧密相连，更好地为学习者服务。

三、 以思政教育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

时代化发展的策略

( 一 ) 创新思政教育内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思政教育的内容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发展既能助推思政教育迈向新的发展阶段，

也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模式。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使其具有中国特性，如何基于我国国情加强对马克

思主义的科学化利用，一直是党和人民关心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传入我国后逐渐转化，切实解决了一些问

题。学校思政理论课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

又是培育学习者价值观的主阵地，承担着立德树人的

任务。以思政教育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鼓励

学生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和分析，能在党

和国家的领导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模式。系统

性分析马克思主义可发现，利用其优化思政教育内容，

将其作为思政教育的核心价值体系支撑，能使其成为

学习者积极向上的动力来源。学校需积极创新思政教

育体系，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鼓励学习者自学，

增强爱国意识和担当意识，继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理论成为引领学习者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借助思政教

育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过程中可切实优化教

育内容，完善教育主体，提升教育灵活性，以此增强

思政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部分教师对思政教育内容

的理解过于片面，不利于思政教育的优化和创新。借

助思政教育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契机优化教育

目标，加强对热点新闻的了解，增强学习者的辨别能力，

既能使学习者理性看待社会，也能避免其动摇发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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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学校优化思政教育内容时，可借助线上教育平台

构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育模式，以此增强思政教育的

影响力和辐射力，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基

础上使学习者正确认知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内涵。

( 二 ) 增强思政教育实效，促使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不同时代的思政教育会出现一定的变化，借助思

政教育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既能加强对时代

精神的总结，也能反映时代任务，鼓励学习者把握时

代脉搏，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和前进。中国共产党在

成立时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而马克思主义传

入我国后已与我国国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在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的

过程中借助教育与时俱进地转化马克思主义，能切实

解决时代问题，确保思政教育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增强思政教育的时效性，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能确

保党对学校的全方位领导，既能培养优秀的社会主义

接班人，也能使学习者及时了解时代变化，充分发挥

思政教育的育人功能和价值，强化对学习者的科学化

培育。一方面，开展思政教育应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

不断研究，了解其发展规律，助力其理论创新，才能

基于时代发展创新内容彰显马克思主义的魅力，使其

永葆生机。另一方面，思政教育要想切实提升教育质

量和教育效率，必须与时俱进，增强亲切感与感染力。

借助思政教育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能了解中

国共产党理论的发展历程，也能构建贴近学习者生活

的教育模式，与时俱进地推动教育工作发展。由此可

见，思政教育的创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提供了新

的契机，学校在教育过程中既要鼓励学习者了解时代

发展特征，也要使其在现代化社会中正确辨别多元信

息，构建符合其个性特点的教育模式；用学生熟悉语言，

讲述学生关心话题，增强思政教育的趣味性，使思政

教育真正成为育人阵地，确保学习者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例如，学校可提前明确教育发展目标，借助其推

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将民族特色与时代特色融

入旗帜鲜明的马克思主义中，使学生在坚定理想信念

的同时做到知行合一，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承者与发

扬者。

( 三 ) 优化思政教育目标，助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优化思政教育目标，助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展，

可以借助理论课建设创新宣传平台，也可以加强对社

会热点问题的剖析，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学生前进的力

量。学习者理解马克思主义，了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发展价值才能有计划地学习，因此思政教育在推动马

克思主义大众化发展时，可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

为学习者的理想信念，使学习者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

认同马克思主义，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普及。学校思

政教育要引导学习者系统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形

成正确的价值观，了解错综复杂的国际态势，正确认

知我国发展规律，并明确个人肩负的使命和责任，成

为优秀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学校可借助马克思基本原

理着重讲述马克思主义内容，并反映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发展的成果，使学生坚定信念，深刻领会党和人民

的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发展对思政教育的优化

至关重要，思政教育既要引领社会潮流，也要在培育

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同时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因此思

政教育可借助科学化宣传，强化对马克思主义内容的

普及与宣传，鼓励学习者在实践与理论学习过程中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以此提升学习者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一方面，学校可借助校园阵地丰富宣传形式，鼓励学

习者借助校园网及图书馆等了解马克思主义，并借助

身边实例理解思政教育内涵。另一方面，学习者可借

助社会实践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在社会实践过程

中感受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以此提升理论

水平。学校要为学习者提供实践制度保障，并将实践

教育融入思政教育，适当给予人力、物力与财力支持，

加强系统化塑造，制订一套切实可行的思政教育方案，

使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坚定理想信念。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时代化发展既能强化对学

习者的科学化培育，也能助推思政教育迈向新的发展

台阶。故此，思政教师需增强自身理论修养，既要基

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思政教育的影响力和辐射

力，也要拓展其覆盖面，确保马克思主义在学校中广

泛传播，使大学生成为优秀理念的传承者和发扬者，

助力其健康可持续发展。（作者单位系曲阜师范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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