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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影响，学生思想政治素养的培养愈加重要。本文基于马克思

主义教育观，探讨其对学生思想政治素养培养的理论启示。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的起源、

核心内容及其理论价值，本文揭示了教育观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引导的作用及其对学生思想政

治素养结构重塑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教育观不仅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理论支撑，还通过实践

教育与价值观引导，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本文旨在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理论依据和实

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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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fluence of globalization and multiculturalism, it i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o
cultivat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iteracy. Based on Marxist educational view, this paper
discusses its theoretical enlightenment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iteracy. By
analyzing the origin, core content and theoretical value of Marxist education view, this paper reveals the
role of education view in guiding the cont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iteracy structure. Marxist educational view not
only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ut also promotes students'
all-round development through practical education and value guidance.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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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今全球化与多元文化交织的时代，学生的思想政治

素养在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马克

思主义教育观作为一种科学的教育理论，不仅揭示了教育与

社会发展的内在关系，还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设计

和路径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研究马克思主义教育观对学生

思想政治素养的影响，不仅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

论的理解，还能为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与创新提供

指导，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 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的理论基础

1.1 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起源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中叶，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逐步形成了关

于教育的理论框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

等经典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了教育在社会变革中的

重要作用，指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他们主张教育不仅是传授知识和技能的手段，更是培

养无产阶级革命意识、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这一思想

在其后发展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为社会主义国家

的教育制度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克思主义教育观在世界范围内得到

了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在 20 世纪的苏联和中国，马克思主

义教育思想被广泛应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体制建设和

实践中。通过与各国具体国情相结合，这一思想得到了不断

创新与拓展，逐渐形成了具有现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体

系。

1.2 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的核心内容

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的核心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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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面发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以及教育的社会性和

阶级性。这些内容既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基本原则，也

是指导社会主义教育实践的重要基础[1]。

首先，马克思主义教育观以培养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

这一理念认为，教育不仅应传授知识和技能，还应促进个体

在智力、体力、道德和美育等各方面的均衡发展，帮助个人

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是个人自由解放

的前提，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

其次，马克思主义教育观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紧密结

合。马克思主义认为，教育应为生产劳动服务，培养能够适

应社会生产需求的劳动者。通过在教育中融入生产实践，学

生可以更好地理解理论知识，并将其应用于现实生活中，从

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最后，马克思主义教育观明确了教育的社会性和阶级性。

教育不仅是个人成长的工具，更是服务于社会发展和阶级斗

争的手段。马克思主义认为，教育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具有

不同的性质。在资本主义社会，教育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而在社会主义社会，教育则为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利

益服务，旨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3 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教育观在理论层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它为社

会主义国家的教育体系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首先，马克

思主义教育观为构建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它

强调教育必须为社会发展服务，并且教育要培养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理论直接影响了中国、前苏

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政策和实践，推动了社会主义教育

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其次，马克思主义教育观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理论契合。

在中国，教育现代化不仅仅是技术和管理的现代化，更是思

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教育观中的全面发

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以及教育的社会性与阶级性与中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高度契合，特别是在新时代，马克

思主义教育观为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坚

实的理论支持。

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教育观不仅是历史的产物，更具

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它为当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

的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也为培养具有政治觉悟和

社会责任感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提供了科学依据。在全球教育

现代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教育观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具有长远的影响力和现实的启示意义[2]。

2. 学生思想政治素养的内涵与结构

2.1 思想政治素养的基本内涵

思想政治素养是学生通过教育形成的政治意识、社会责

任感和价值观的综合表现，核心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与认同。它不仅仅是理论知识的掌

握，更是思想与行为的深度内化，体现在学生的政治觉悟和

社会实践能力上。

思想政治素养包含政治意识、理论认知、价值判断等多

维构成，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增强其社会

责任感。在意识形态教育中，它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立

场，抵御外部不良思想的影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目标

[3]。

2.2 思想政治素养的核心维度

思想政治素养的核心维度包括政治意识、理论认知、价

值判断与批判性思维。政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是思想政治教

育的重要基础，培养学生关心国家、社会的能力。理论认知

指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帮助其理解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价值判断则使学生能够运用这些理论对社会现象作

出正确分析。

批判性思维是思想政治素养的高阶表现，要求学生具备

独立反思社会现象的能力。通过这些核心维度的结合，学生

能形成自觉的思想和行动，适应复杂的社会环境。

2.3 思想政治素养的提升路径与挑战

提升思想政治素养依赖于系统的教育路径。马克思主义

教育观提供了理论依据，通过课程设置和社会实践，帮助学

生内化政治认知，增强社会责任感。校园文化和实践活动是

辅助路径，促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化思想政治素养的培

养。

然而，全球化、多元文化和网络信息对学生的思想政治

教育构成挑战。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多样的信息流动，容易引

发学生的价值困惑。因此，提升思想政治素养需要从理论、

实践及多维度相结合，构建完善的教育体系应对这些挑战[4]。

3. 马克思主义教育观对学生思想政治素养培养的

理论启示

3.1 马克思主义教育观与思想政治素养培养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的核心理念之一是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这一方法论为思想政治素养的培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

础。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不仅关注知识的传授，更强调通过

实践来理解和应用理论，使学生能够将抽象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与现实的社会问题相结合，从而增强其政治觉悟和社会责

任感。这种教育模式能够帮助学生形成批判性思维，意识到

社会现象的本质，并深入探讨其背后的根源性问题，增强其

社会洞察力和批判能力。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作为其教育方法的基础，要求学生

在认识世界、分析社会现象时，进行不断的反思与自我批判。

这一过程不仅有助于学生认知能力的提升，更促使其形成对

社会进步和变革的强烈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因此，教育不

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思想观念的塑造，旨在培养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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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理论素养又能在实践中运用知识的全面发展的人才。马克

思主义教育观通过价值观的引导，尤其是在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树立上，增强了学生对社会现象的理性认

知能力和判断力。

3.2 马克思主义教育观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引导

马克思主义教育观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具有深远的

引导作用，尤其是在实践性和社会性方面。马克思主义教育

理论强调通过社会实践来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倡导通过实践

活动来实现知识与社会现实的结合。这种实践性不仅限于课

本知识的应用，更包括对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深刻理解及

其理论分析的实践。这一过程中，学生不仅能够加深对马克

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掌握，更通过参与社会活动和实践，形成

独立的价值判断和思考方式。

马克思主义教育观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注重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内化。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生能够

逐步构建起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认知体系，将其作为衡量

个人行为和社会现象的标准。这不仅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还促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参与社会建设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5]。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教育观强调教育的全面性。思

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不仅是知识的传授，更在于培养具备社会

责任感、批判精神和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的人才。马克思主

义教育观要求学生在理论学习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其社会实

践能力，使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相辅相成，从而推动思想政

治素养的整体提升。

3.3 马克思主义教育观对学生思想政治素养结构的重塑

马克思主义教育观对学生思想政治素养结构的重塑，首

先体现在历史性视角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上。马克思主义的

历史观认为，思想政治素养不是静态的，而是在社会历史发

展的长河中不断演进的动态过程。这一视角促使学生具备更

强的历史意识和社会洞察力，能够在历史发展的脉络中理解

思想政治素养的变化与发展，从而形成深刻的政治认知和全

局观念。

进一步说，马克思主义教育观强调社会责任感与政治觉

悟的统一，要求学生在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的同时，具备强

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种统一性不仅使学生在面

对社会问题时能够主动承担责任，更促进了学生在理解和应

用理论时的社会责任感，推动他们积极参与社会建设与变革，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观在思想政治素养培养中的全人发

展理念。

最后，马克思主义教育观推动思想政治素养的结构性提

升，体现在教育内容、形式与思想素质的协调发展上。通过

注重知识、能力和思想素养的综合提升，马克思主义教育观

不仅关注学生的理论知识水平，更关注其思维能力和思想深

度的培养。这种全方位的发展模式，使学生不仅在学术领域

获得成就，更在社会实践中实现自我价值，从而在思想与行

为之间实现高度统一。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的这一指导思想，

对学生思想政治素养的培养具有长期的促进作用。

4.结论

马克思主义教育观为学生思想政治素养的培养提供了

系统的理论支持，其强调的全面发展与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

理念对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启示。在未来的教育实

践中，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教育观与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相结

合，推动学生思想政治素养的进一步提升。同时，面对全球

化和信息社会带来的新挑战，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不断创新教

学方法，增强学生的政治觉悟、批判性思维和社会责任感，

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促进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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