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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政治理论课的不断改革对任课教师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概论”课程是原来两门课程的有机合并，这就要求教师要掌握

广博的知识和具备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尤其是新教材中出现

的新理论和新观点，教师务必准确理解并传授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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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念，这是

对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一次总结。随

之原先的政治理论课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概论”课程相应调整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我以为该课程的任课教师应该对新课程

的改革精神准确把握，并把它很好地传递给授课对象。特别是对

新增补的内容和新的思维、观点要吃准吃透并传授给学生，尤其

在以下几个重要问题上要讲清讲好讲透：

一是关于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我认为这

是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前提。学生们总是会问什么是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在什么地方？中国社会主义与朝鲜

等国的社会主义有何不同？这里就要回答社会主义一般与有本

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的问题。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创始

人在一百多年以前创立社会主义理论。但随后各国的社会主义

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并没有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置

的逻辑轨迹进行。应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揭

示的一般的本质特征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的国

情，具体来说：一是指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而言，即我国是

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因而将长期处在社会

主义的初级阶段；二是指我国的民族特点而言，就中华民族的

历史文化传统、生活习俗来说，不同于其他国家；三是指中国建

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与其他国家相比有许多不同的

时代特点。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有社会主义的一般的

原则与内容，也有由本国国情决定的特殊内容。当然，这个问题

可以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一起来解答。因为这两个问

题是不可分割的。我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上，必须

要讲清两个问题：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中国化。这又可

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说，它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需要，中国

国情的特殊性要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挥指导作用。二是说，

它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在哪个国

家要想发挥其指导作用，必须与这个国家具体实践结合在一

起，并将其进一步具体化和民族化。第二个是要讲清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思想实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

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

设和改革，绝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必须紧密结合中国

国情和时代条件，寻找适合中国实际的道路，制定正确的方略。
二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问题。这既是重点又是难点问题，

表现为教师难以把握，学生难以理解。本问题讲解的关键在如

何处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与当前社会现实的反差关

系。在社会主义本质论中，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

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

裕。其中，“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个难点。消灭剥削，消除

两极分化是从生产关系方面来表达社会主义本质的。学生常常

提的问题是，既然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为什么现在中国还要

鼓励和支持以雇佣关系为基础的非公有制经济，如外资经济、
私营经济等。既然提出消除两极分化，为什么现在中国的贫富

差距如此之大。这里必须用辨证法来分析问题。邓小平提出的

社会主义本质观是对理想社会主义的描绘。现实的社会主义由

于经济文化、社会生产还不够发达，社会主义的本质还无法体

现出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本质将慢慢展

现出来。但是在这个展现的过程中，会出现与社会主义本质要

求不符的社会现象。党的十六大曾提出要毫不动摇地发展非公

有制经济。含有剥削因素的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迅速的发展，

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而在改革过程中，由于所有制结构调

整、分配制度的改革，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了，如何理解这些社会

现象呢？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不是单凭人们的主观愿望可

以实现的，它们需要社会生产力的大力发展为其提供物质基础

（在这种物质基础创造出来以前，仍然会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

度上存在剥削现象和出现两极分化的可能性）。而非公有制经济

正是提供这种物质基础的重要经济力量。换句话说，我们现在

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因为社会需要它。因为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生产力决

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性质和水平决定于生产力的水平这一

客观经济规律决定的。当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发达到一

定高度的时候，非公有制经济就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同时，随

着生产力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必将

会更加富裕，贫富差距必定会缩小。因此，邓小平在表达社会主

义本质的时候，使用了“消灭”、“消除”、“达到”这样具有动态性

质的概念，表明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一

个动态的过程。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优越性将伴随着社会生产力

的发展和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善到逐步完善饿发展过程

而逐步地得到充分体现。此外，社会主义本质说中的“解放生

产、发展生产力”也是必须要讲清的问题，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

每个社会的重要任务。邓小平之所以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纳入

如何讲好“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课程中的几个难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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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本质范畴中，是在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

科学地把握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时代特征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
过去我们谈论什么是社会主义时，总是简单地把社会主义理解

为公有制、按劳分配等，而把这些经济制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

基础———生产力给抽象掉了，致使人们只是热衷于经济关系的

构建，而忽视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立足于当时中

国社会的现实，把生产力的发展的作用和地位作了重新思考，

把发展生产看作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并且提高到社会

主义本质的高度来认识，在科学社会主义史上，第一次把解放

与发展生产力与社会主义本质联系在一起，丰富和发展了马克

思主义。
三是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是立足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价值认同体系。它是一

个政党的行动指南，是一个国家的主心骨，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

文化的根本。教师在讲解这个问题时，我认为要把握两个方面：

一是为什么要建设这个体系；二是该体系的主要内容有哪些。应

该说，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构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重要内容和条件。一个社会要有序协调发展和保持团结稳

定，除了建立组织和制度，保障社会成员之间的政治、经济、社
会关系之外，还必须形成自身的主流价值观念体系。主流价值

体系为人们提供了一整套观察客观世界、判断客观事物的基本

标准。在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下，取得全社会广泛而深刻的价

值认同，可以使人们超越民族、语言、血缘、习惯、地域等方面的

差别，消除彼此之间的分歧和隔阂，增强社会成员的归属感和

向心力，促进社会共同的团结和稳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代表的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价值，它提供了和谐

社会建设所需要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追求，具有其他任何价值体

系不可替代的高度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教师要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内涵和基

本内容。核心价值体系有四个方面的内容，它们是相互联系、相
互贯通、相互促进的一个整体，但每个方面又有各自的作用和

地位。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根本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

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它决定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和方向。只有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治

国理国的指导思想，才能保证我国的社会性质和意识形态的科

学性和先进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核心价值体

系的主题。理想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灵魂所系。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崇高的理想，让崇高理想

成为我们党、我们民族精神生活中不可缺的一部分。理想又是

有层次的。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最高

理想是由无数的较低的具体的理想累进而成。现阶段，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全社会的共同理想。这个共同理想，把

国家、民族与个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强调了国家要实现现代

化、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人民要过上富裕的小康生活，有利于

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为之奋斗。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一个民族赖

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

伟大民族精神。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华民族又形成了勇于改

革、敢于创新的时代精神。必须强调，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

精神，能够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是和谐

文化建设的主旋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的基础。荣辱观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树立正

确的荣辱观是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的重要基础。必须明确，以

“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与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

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全面系统、准确通俗的表

达。只有分清荣辱，明辨善恶美丑，一个人才能形成正确的价值

判断，一个社会才能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
四是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题。在课改后的新教

材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新增的独立一章。也是该门课

程的一个闪光点。构建和谐社会是十六届六中全会的主题思

想。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

的深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丰富和

发展。所以，本章内容必须要讲好讲透。我认为，本章教学与备

课的难点和重点主要有：第一，如何理解“社会”的含义。一般认

为，社会是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

有机体，是人们相互交流、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以人为中心、以
文化为纽带、以有目的的生产活动为基础、具有一套自我调节

机制和特定地理空间的有组织的系统。而社会有广义和狭义之

分。广义社会指与“自然”相对应的社会，即与宇宙、万物相对应

的人所创造出的一切，如宗教、道德、法律、制度、政治、经济等。
狭义社会是关于复合的人聚集状态的概念，像家庭、企业、学
校、村落、城市、农村等。第二，如何理解“和谐”的科学内涵。和

谐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时代课题。主要指和睦、协调的

意思。和谐反映了事物与现象的协调、适中、秩序、平衡和完善

的存在状态，是多样性的协调和统一，表明事物的发展变化合

乎逻辑或规律，这是和谐的内涵和特征。当然，和谐并不是说社

会无差别、无冲突、无矛盾，只不过是它强调尽量化对抗冲突为

非对抗冲突，在非对抗冲突中，与人为善，化解矛盾。第三，如何

准确把握“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一般地讲，和谐社会就是人

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统一与协调发展的社会，就

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和谐统一与协

调发展的社会。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
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但是，在讲解

和理解和谐社会时，要防止出现两种倾向：一是把和谐社会无

限放大，最后被虚化为一种空幻的目标；二是防止把和谐社会

缩小，仅将其归结为一个社会组织的协调和社会稳定问题。第

四，如何理解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

十六届六中全会，把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本质属性的高度。所谓“本质属性”，是事物的本质在一定关

系中的体现，既反映事物的根本性质，又反映其基本特征，从这

两个方面区别于其他事物。社会和谐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表现为经济和谐发展、政治和谐

发展、文化和谐发展。
作为任课教师有责任把新的精神和理论传递给学生，才能

使政治理论不仅进教材，更能进学生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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