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是一门涉及内容广泛

的课程，课堂讲述环节也是比较复杂的。本文对这门课中需

要注意的教科书与经典著作、教材与讲授这两对重要关系

进行展开讲述，旨在为教师和学生更好地理解这门课程，把

握重点，以此来更好地解决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环节中

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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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科书与经典著作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这门课程在大学是作为一本教

科书存在的， 并且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相互匹配着作为大

学马克思主义原理课堂上的经典著作文本， 也作为相关专业

学生研究这门学科的基础读本。 他们具有共同性， 具体表现

在：首先，两种文本的理论和精神所具有的本性是相一致的；
其次，所具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一致的；再次，两者的理论

诉求是一致的；最后，两者的根本目的性是相同的。 这些共同

性是教材编写者在撰写过程中强调的，并且结合教学实际，师

生在学习这门课程时也很少在这四点上出现什么大的问题。
关键是来探讨两者的差异性。

（一）原生态与衍生态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这本教科书的编写基础是马

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以经典著作的形式存在的马克思主义

原理才是最初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也是所谓的原生态。而

我们日常所接触的， 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是衍生而来

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相对于经典著作而言，缺乏系统化、理论

化的特点。
教科书在传达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思想内容， 自身特点和

成果展示的过程中， 结合教学特点重新规划一下自己的诠释

思路和演绎特点，这样更符合教学心理，也便于学生把握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本。
（二）直接性与间接性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作为一门课程所使用的教

材，它的编写过程一定是满足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符合学生

学习规律的，明白什么样的知识体系能够满足学生精神需要，
同时也能在评估测评的基础之上，了解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同

时对学生所能接受范围之内的知识体系进行梳理。由此可见，
教科书本质上是以教学为目的，更侧重于教学环节，不论形式

还是内容都倾向于师生对话。
（三）多样性与唯一性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教科书作为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学习者学习的工具，所以在编写过程中，一定要考虑不同文

化水平的学习者的能力， 面向的受众就有多样性， 那么就一

定会造成教 材 的 多 样 性， 否 则 就 会 违 背 了 目 前 大 力 提 倡 的

素质教育理念。 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具有唯一性的，当

然也是在相 较 于 教 材 的 前 提 下， 对 于 任 何 读 者 和 研 究 者 而

言，经典著作都是唯一的、既定的，不随读者的多样性而改变。
二、教材与讲授的关系

（一）既成性、稳定性与生成性、动态性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这本教材一旦出版放入到学

校进行使用，就不会出现频繁改动的情况，在实践过程中是具

有稳定性的。可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课堂上，无论是教师的讲授

还是学生的学习，这一过程都是动态的，不是一成不变的。 甚

至这种改变和流动性是值得鼓励和提倡的， 因为教学环节中

面向的主体更加广泛和多样，教师要考虑到不同学生的需要，
和他们的实际学习水平，在平衡大家需要的基础上进行授课。
在此基础上构建的课程才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这样的课堂

更具有个性化。
（二）普遍性、共同性与特殊性、独特性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教材在编写方面都是具有共性的， 因为

在编写的过程中他们所编写的基础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

作，所以在内容上具有很大的共同性和相似性，主要表现在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上。 但在讲课环节上则

更多地表现出独特化和特殊化的特点，由上文可知，讲课环节是

具有多元化的，这是由学习者的个性所决定的。 在课堂环节教师

授课主要侧重于如何转变思想， 不同的教师讲授这门课有不同

的风格，教师思想的个性化呈现出课堂内容的多样化。
（三）目的性、客体性与工具性、主体间性的差异

教材按照课程目标编写， 是对人才最终需要掌握能力和

知识的一种期待，是教学过程中的一个目的，而教学过程则是

为了实现教学目标的一个工具，且由上文表述可知，其更具有

主观性和主体性。 同时，教科书是具有客观性的，它是一个承

载思想和观念的载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体，灵活的

教学过程服务于课程目标。
三、结语

马克思主义这门课程不论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还

是奉行资本主义的国家，这个经典都值得被传递，而传递的主要

形式就是课程。 在学习过程中应注意以上所阐述的问题，了解问

题和注意事项，才能更好地掌握这门课程，把握好如何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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