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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探索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和教学体系的统一

———评《毛泽东思想概论》

张耀 灿

　　由田克勤教授主编的教育部面向 21世纪课程教材《毛

泽东思想概论》, 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作为高等师范

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主干课的教科书, 该书总结了十几

年来毛泽东思想概论课的教学经验 ,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

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

据,在研究毛泽东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以及党

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吸收了近几年学术界关于毛泽东思

想研究的新成果,无论是在体系结构编排还是理论内容的

阐述等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特色, 在实现毛泽东思想理论体

系和教学体系的统一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首先,体系结构科学合理。该书在体系结构和章节体

例安排方面突出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整

性。全书十章内容集中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涵义和科

学体系 、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线索以及毛泽东思

想基本原理的内容。在毛泽东思想概论的教学过程中, 要

实现理论体系和教学体系的有机统一, 不能使教学体系脱

离甚至背离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在这方面, 该书总结

以往的经验,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基本依据, 围绕新民主主义革

命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

略 、政策和策略 、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 、党的建设以及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等几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系统地阐

述。实现理论体系和教学体系的有机统一, 使毛泽东思想

的理论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这是毛泽东思想概论教学中

需要认真解决好的一个重要问题。通读全书, 在体系结构

的安排上基本上按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阐述来布局。同时, 又从教

学实际出发,把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分为

两章,突出和加强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内容的

阐述,这在同类教材中颇具特色, 也非常有利于学生弄清邓

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使学生对毛泽

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全面而又系统地进行学习和掌握。

第二,内容阐述完整准确。关于毛泽东思想科学内容

的阐述, 该书也具有自己的特色 ,力求完整 、准确地概括和

阐述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容。比如 ,在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这一章,单列一节论述社会主义国防建设和外交工作的理

论;在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理论这一章的第二节,比较

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战争观的内容;在思想

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这一章,增加了关于科技工作的方针

和教育工作的方针与原则等内容;在党的建设理论这一章

的第四节, 论述了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思想内容。 这

样, 全书系统 、全面且准确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

容。在理论内容的阐述方面, 编者既注意从理论的渊源上

阐明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 又注意阐述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 、刘少奇 、朱德等人对毛泽东思

想的形成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更好地体现了毛泽东思想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第三, 重点突出, 时代感强。该书注重对毛泽东思想基

本理论的阐释和研究, 突出理论观点的形成发展和基本内

容的展开。在理论内容的论述方面,编者下了一番功夫, 在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 重点突出对毛泽东思想基本

原理的阐述 ,避免了目前流行的《毛泽东思想概论》教材中,

“史”的痕迹过重的问题, 较好地处理了“史”与“论” 、材料与

论点的关系 。比如, 第十章“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 对于

实事求是 、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涵义和基本内容的阐述

条理清楚, 深入浅出, 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

魂的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在阐述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

时, 作者还注意吸收邓小平 、江泽民对毛泽东思想科学阐述

的内容, 这样就使教材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也体现了

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所做出的科学概

括和阐述。

第四, 注意运用最新成果。该书吸收了近几年毛泽东

思想研究的新成果,恰当地运用了新出版的文献资料。 通

读全书, 除引用《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著作选读》以外, 还

引用了近年来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毛泽东文

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和《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资

料。有这些丰富的文献资料作基础,就有利于准确 、完整地

阐述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 也体现了专业课不同于公共

课的研究特点。从这部 32 万字的教材本身来看, 内容丰

富 、理论系统 、分析深刻。特别是参加本书编写的人员都是

有关高校多年从事毛泽东思想教学与研究的教师, 具有比

较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和较高的理论水平, 这就使得这一

教材能够适应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教学需要。相信该

教材的出版, 对于高校毛泽东思想概论的教学和毛泽东思

想的研究都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应该指出的是,理论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 并且把这二

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一个深入研究 、不断完善和提高的过

程。这就需要编者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注意吸收新的研究

成果, 以便使教材在将来修订得更好。

(张耀灿,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176

DOI :10.13718/j.cnki.xdsk.2003.05.036


